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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灌区供需水量平衡分析
吴丽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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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辽宁海滨灌区为例&以现状灌溉制度为基础&将#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与#辽宁省各种作物灌

溉制度分析$有机结合&确定灌溉定额( 水量平衡分析过程中&将灌溉面积和可供水量分别分区&充分利用区间径

流来减少水库供水&实现优化水资源配置&为灌区水资源科学合理利用提供决策性依据&也可供类似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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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辽宁是农业大省"目前各灌区普遍存在渠道跑'

冒'漏'渗现象"渠道防渗率低"水资源浪费严重"灌区

调度仍然以人工为主"时效性差"很难实时水量调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水

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水资源供需矛盾日

益尖锐"研究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价值# 文章以辽宁海滨灌区为例"在合理确

定作物灌溉定额的基础上"将灌溉面积和可供水量分

别分区"灌溉期逐月计算各区需水量和可供水量"充分

利用区间径流"实现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

海滨灌区现有灌溉面积 "T'"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T+$ 万亩# 灌区改造后"灌溉总面积达到 )T( 万亩"有

效灌溉面积为 *T" 万亩# 该灌区农业灌溉水源为地表

水"其他用水水源为地下水# 因此本文只对灌区改造

+*"+



后灌溉需水量与地表水可供水量进行分析#

#(灌区需水量

"T$!灌溉定额的确定

辽宁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的)辽宁省各种作物

灌溉制度分析*将全省分为九个水稻灌溉分区和九个

旱田灌溉分区"详细给出了各区的灌溉制度# 但由于

近些年没有更新"灌溉制度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水资源

短缺的今天# 本文将)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与)辽宁

省各种作物灌溉制度分析*相结合"确定不同作物灌溉

定额# 首先根据)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项目区属于农

业林业灌区
#

区"确定玉米基准定额值为 $")H

+

-亩"水

稻基准定额值为 *%)H

+

-亩# 考虑到)辽宁省各种作物

灌溉制度分析*锦州站水稻泡田期定额 $+#H

+

-亩"水

稻净灌溉定额采用 )&)H

+

-亩#

灌区改造项目完成后"灌溉水利用系数可用田间

水利用系数与各级渠道的渠道水利用系数连乘求得"

则水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T()"旱田灌溉水利用系数

为 #T%# 故灌区水田毛灌溉定额为 (&+H

+

-亩"旱田毛

灌溉定额为 "#'H

+

-亩#

"T"!农业灌溉需水量

在灌区改造中将陆续配套工程措施"在烟台河北

岸新建支渠"将扩大旱田灌溉面积 #T&# 万亩# 在烟台

河南岸新建 * 座无坝进水闸"将增加灌溉面积 $T&' 万

亩# 灌区全部改造完成后灌溉面积可达到 )T(# 万亩"

其中旱田 *T%& 万亩'水田 $T#$ 万亩# 分区计算的灌

溉需水量见表 $"灌区灌溉需水总量为 $((%T*) 万H

+

#

表 $ ( 各 区 灌 溉 需 水 量 成 果

分区
有效灌溉

面积-万亩

需水量-

万H

+

备!!注

#

"T($ )%+T%' 烟台河北岸灌溉面积,旱田-

$

$T&' *$$T'* 烟台河南岸新增灌溉面积,旱田-

!

$T#$ '##T&+ 海滨拦河坝灌溉面积,水田-

合计 )T(# $(%%T*)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群众多年灌溉经验"安排在

玉米苗期,) 月-和抽穗期,( 月-各灌水一次# 水稻各

月需水量按照)辽宁省各种作物灌溉制度分析*锦州

站,: (̀)^-水稻灌溉定额月旬分配比计算# 各区灌

溉期月需水量见表 "#

表 #( 各 区 月 需 水 量 成 果 单位!万H

+

月!份 * ) % ( ' & 合!计

旱田需水量分配比 -̂ )# )# $##

水田需水量分配比 -̂ *T( "'T$ ""T$ $*T# "+T( (T* $##

#

区,旱田-需水量 # "'$T'* # "'$T'* # # )%+T%'

$

区,旱田-需水量 # "#)T&" # "#)T&" # # *$$T'*

!

区,水田-需水量 +(T%* "")T#% $((T#$ $$"T$+ $'&T'" )&T"( '##T&+

%(地表水可供水量

灌区可供水量由区间径流和水库调节水量组成#

区间总控制面积为 "$"QH

"

"分别以两座拦河坝为控制

断面"由于无实测水文资料"故按无资料地区的年径流

计算方法计算"水库至 $ 号拦河坝区间面积 &T%+QH

"

"

径流量为 (#T** 万H

+

"$ 号拦河坝至 " 号拦河坝区间

面积 "#"T+(QH

"

"径流量为 $*'#T+* 万H

+

# 参照)辽宁

省水资源*绥中站偏枯年 : (̀)^,$&%# 年-天然径流

量月分配比计算各区间径流月分配量"见表 +#

表 %( 区 间 来 水 月 分 配 及 月 来 水 量 单位! 万H

+

月!份 * ) % ( ' &

分配比 -̂ $T'+ #T*" #T'" $T+" "%T$( +&T$&

水库至 $ 号拦河坝 $T"& #T+# #T)' #T&+ $'T** "(T%$

$ 号拦河坝至 " 号拦河坝 "(T#% %T"$ $"T"# $&T%# +'(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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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水量平衡分析

#

区旱田灌溉水源为水库至 $ 号拦河坝区间径流

量和水库补给量"

$

区和
!

区灌溉水源为水库至 $ 号

拦河坝区间径流剩余量'$ 号拦河坝至 " 号拦河坝区

间径流量和水库补给量#

$

区位于烟台河南岸"无坝

引水取区间径流的 +)^作为引水流量"灌区改造完成

后水资源供需平衡情况见表 *#

表 '(灌区改造后水量平衡成果 % !K.DL& 单位!万H

+

月!!份 * ) % ( ' & 合 计

#

区

可利用径流量 #T'% #T+# #T)' #T&+ $'T** &T"# +#T+$

灌溉需水量 # "'$T'* # "'$T'* # # )%+T%'

可利用径流量V灌溉需水量 f"'$T)* f"'#T&$ f)%"T*)

水库补给量 "'$T)* "'#T&$ )%"T*)

$

区

可利用径流量 $'T#* "T$' $"T"# %T'% +'(T*% $&+T+( %"#T$$

灌溉需水量 # "#)T&" # "#)T&" # # *$$T'*

可利用径流量V灌溉需水量 f"#+T(* f$&&T#% f*#"T'#

水库补给量 "#+T(* $&&T#% *#"T'#

!

区

可利用径流量 $'T&# *T#* $"T(' $"T(* *#)T'& "#"T)( %)%T&+

灌溉需水量 +(T%* "")T#% $((T#$ $$"T$+ $'&T'" )&T"( '##T&+

可利用径流量V灌溉需水量 f$'T(* f""$T#" f$%*T"" f&&T+& f)#+T+(

水库补给量 $'T(* ""$T#" $%*T"" &&T+& )#+T+(

利用区间径流灌溉水总量 $'T&# %T)$ $"T(' "#T)* $'&T'" )&T"( +#(T'"

水库补给总量 $'T(* (#%T+$ $%*T"" )(&T+) # # $*%'T%+

!!由表 * 可知"灌溉期需水总量为 $((%T*) 万H

+

"利

用区间径流灌溉水总量为 +#(T'" 万H

+

"需水库供水总

量为 $*%'T%+ 万H

+

#

按照)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2W)#"''.

&&-渠道输水损失计算公式估算"水库至 " 号拦河坝之

间的输水损失率为 +T)^# 水库需放水 $)"$T&# 万 H

+

才能满足灌区灌溉要求# 水库可调节水量 $)*# 万H

+

g

$)"$T&# 万H

+

"可供水量充足"能够满足灌区灌溉用水

要求#

D(结(语

本文以灌区改造工程为例"详细介绍了灌溉供需

水量的计算方法和水量平衡分析过程# 充分利用区间

径流"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分析成果为灌区水资源

科学合理利用提供了决策性依据"可供类似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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