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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干热河谷是指高温、低湿河谷地带，大多分布于热

带或亚热带地区，区域内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炎热少雨。

红河州地处北回归线两侧，自然资源丰富，是热带亚热带

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但是目前，红河州灌区对于水资源

的利用仍然不够有效，尤其是干热河谷灌区缺乏水资源的

问题比较凸显，需要充分利用两岸高层1200米以上的水资

源，才能够进一步的改善灌区农作物的生长水平，改善干

热河谷地貌的天然限制，只有形成可持续发展思路，做好

规划设计，才能够促进统一发展，提升发展的配套水平[1]。

一、红河干热河谷区域灌区存在的问题

1.规划集约化水平偏低

现有灌区分散，建设标准低，水利化程度不高，难

以发挥规模效益。大部分面积范围位于山区，由于山多

地少、地形复杂，规划范围内的现状灌区面积小、连片

困难、布置分散。由于资金紧缺，政府对水利工程和灌

区续建配套资金投入较少，水利工程和灌区工程建设标

准低，水利化程度不高，节水灌溉普及率低，现有灌区

难以发挥规模效益。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特色农业、

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建设节约性社会的需要，

灌区配套的要求愈加迫切，建设高效、节水型农业的任

务也更加艰巨。

2.水利设施难以满足长期发展需求

水利设施建设滞后，红河干热河谷优质热带资源未

得到充分利用。俄垤水库总库容 3010.0 万 m3，兴利库容

2630.0 万 m3，现状有效灌溉面积 2.98 万亩；阿扎河水库

总库容 1832.3 万 m3，兴利库容 1479.8 万 m3，现状有效灌

溉面积 3.09 万亩。两座中型水库均位于红河右岸支流，

受来水和库容的限制，灌溉面积十分有限；其它均为一

些小型蓄引提及地下水工程。由于水库建设年代久远、

规模偏小、建设标准低、抗旱能力弱，现有水利设施已

不能满足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配置的要求，随

着地区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城乡建设及农村经济的发展，

缺水问题也将日益突出。缺水严重制约红河谷热带资源

的充分利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开发利用程度低

当地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未得到合理调

配，灌溉效益发挥不充分。红河谷水资源相对丰富、但

时空分布不均、开发利用程度低。一方面，水资源空间

分布不均衡：红河谷两岸海拔 1200m 以下低山河谷地带

年降水量为 700mm~900mm，1200m 以上山区年降水量

为 1500mm~2000mm，从而造成海拔高的山区地少水多，

而海拔低的河谷地带地多水少；另一方面，水资源时间

分布不均衡：冬季干旱少雨，降雨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6.1%，夏秋多雨，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83.9%，季节

性缺水严重，特定的自然条件造成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不高。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进一步增加，水资源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2]。

4.灌区内设施配套不完善、管理水平低

灌区内灌溉设施配套不完善、管理水平低，渠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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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系数不高。目前现有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重建设，

轻管理；重水库，轻渠系；形成“水不能入田，水到漫

成沟”的现象，造成水量损失大，渠系水利用率低。同

时，供水水价低、收费困难，欠费、拒交现象普遍存在，

管理机构亏损大，入不抵出，工资难于保证，造成管理

人员和必要的专业人员不到位，管理机构难以发挥积极

性和主动性，灌区管理水平较低。因此需要改善管理制

度，提高管理人员文化和专业技术素质，才能管好、养

好灌区，使水利和灌区工程良性运行。

二、云南红河州灌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对策

1.提升规划设计的集约化程度

第一，科学合理确定灌区范围。红河谷片主要位于

红河干流干热河谷地带，属于半干旱河谷地区，与传统

意义的干热河谷具有一定的差别。由于河谷以上区域，

随高程、地形变化，气温、降雨、蒸发等气象因素变化

幅度大。从灌溉需求的迫切性、土地类型及避开自然保

护区和国境界限政治敏感区，同时考虑行政区划完整方

便管理，红河谷片左、右岸末端分别为个旧市、元阳县

的行政分界线。根据红河州降水等值线图，随着两岸高

程的升高，降水量急剧增加，高程 1600m 以上多年平均

降水量大于 1400mm，形成了元阳梯田的壮观景象，由于

降水较大，基本无需灌水，因此红河谷片缺水区域主要

位于高程 1600m 以下干热河谷。经统计分析，两侧控制

高程从 1000m~1600m 范围，对应毛耕地园地面积在 53.82

万亩 ~131.60 万亩。随着高程的增加，红河谷片控制范围

的耕园地面积越大，但是能控制的灌溉水源越少。为了

便于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结合现有及规划水源工程的

渠系布置和水库控制范围，最终推荐红河谷两侧按高程

1200m+ 水库控制范围确定。

经量算，红河谷灌区范围内现有土地面积 247.37 万

亩，扣除零星分散、产量低、成本高的地块，考虑到田

间设施（包括灌溉渠道、排水沟、机耕路、田埂等）占

地面积难以量算，参照当地灌区工程设计经验及云南省

耕地利用系数经验值，红河谷灌区折算系数采用 0.6。经

折算，红河谷灌区为 51.41 万亩。见表 1。

表1　红河谷灌区净设计灌溉面积量算成果

单位：万亩

分项

土地面积 耕园地面积

初始

量算

扣除零星

地块

初始

量算

扣除零星

地块

净设计灌

溉面积

红河谷片 247.37 202.90 91.70 86.04 51.41

第二，在灌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上，红河州规划部

门要做好统筹分析，基于现有的红河谷灌区范围 247.37

万亩做好集约化的设计，以提升经济开展的集约程度，

减少零星分散的统筹，造成资源利用的不便。严格落实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总要求，建立组织领导、联席

会议、督查考核等闭环式项目推进落实机制，制定实施

农田水利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系列政策文件，采

取联席会议方式，统筹发改、财政、农业农村、水利等

部门力量，引入社会资本，一次性规划建设东风片区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 5 万亩，从源头至田间地头对骨干工程、

田间工程等进行整体打包、分期实施，让改革有项目依

托、有载体支撑，推动试点项目建设方案与改革机制方

案同时设计、同时审批、同时实施、同时运营，确保项

目布局到哪里，改革就推进到哪里 [3]。

第三，在规划的设计上，要考虑到不同灌区的实际

情况，结合当地政府“十四五”规划、农业产业发展规

划等对灌区发展的需求，制定出针对性的灌区规划，根

据各流域的人口自然环境特点，用地现状及规划实际情

况，做好水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以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改善城乡供水条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面向长远考虑规划的可持续性

在规划内容的可持续性上，灌区应精确测算、统计

和管理灌溉用水的供需情况，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

开采。采用水文学模型、流量控制系统等技术手段，实

现对水资源的有效调度和合理分配。

表2　红河谷灌区灌溉分区表

灌区

名称
县区 灌片名称 包含范围

红河谷

灌区

红河县

洛席片 大羊街乡

跑马庄片 浪堤乡、乐育乡、迤萨镇

俄勐片 迤萨镇、乐育乡、宝华乡

阿扎河片 石头寨乡、迤萨镇、阿扎河乡

元阳县

丫多增益片 马街镇、南沙镇

牛倮片 牛角寨、新街镇、南沙镇

石头寨片 南沙镇、新街镇

纸厂片 南沙镇、嘎娘乡、上新城乡

上新城片 上新城乡、小新街乡

马龙河片 小新街乡、逢春岭乡

逢春岭片 逢春岭乡

个旧市

龙岔河片 坡头乡、贾沙乡

坡背片 贾沙乡

保和片 蔓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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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内容所示，在个旧市的龙岔河片、保和片推

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如滴灌、喷灌等，减少灌溉的水

耗。在上游的红河县阿扎和片强调利用灌溉质量指标、

土壤水分传感器等监测设备，确保植物得到适量的水分

供应，减少浪费。在上游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区域，加

强灌区周边的水土保持工作，修建梯田、建设沟渠、搭

建防护林带等，防止水土流失。在下游的片区如马龙河

片区、逢春岭片区农业生产过程中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

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灌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湿

地、河流和湖泊的生态系统功能。建立灌区生态补偿和

修复基金，用于湿地修复、水体改善和濒危物种保护等

工作，以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灌区的土地

利用情况和农作物需水特点，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引导

农民种植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农作物，减少对水资源的

需求 [4]。

在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上，创新政府与市场主体

合作方式，建立投资、建设、管理、运营项目全周期工

作机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要求，结合作物种植结

构，建立初始水权分配制度，确定亩均用水指标（充分

进行实地调查，参考以往数据），赋予每亩土地平等水

权，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机制，

综合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水资源稀缺程度和建设成本

等因素。建立政府精准补贴机制，推行“使用者付费 +

政府补贴”模式，在保证城镇供水的前提下优先保证片

区原水供应。推行“政府 + 企业”、“企业 + 农户”、“企

业 + 农民用水合作社”等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和运营模式，

明确财政投资新建的设施属政府所有，委托企业经营管

理，企业“自投、自建、自管、自营”部分设施产权属

企业所有，通过明晰产权、落实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

改变了长期以来农田水利由政府大包大揽、单一僵化的

运行管理模式。

3.促进水资源的均衡利用

红河州针对目前的问题，应加强对高海拔地区水资

源的详细调查，评估当前高海拔地区水资源的可利用量

和可利用质量，并对干旱河谷地区的水资源需求进行评

估。分析供需之间的矛盾，从而确定水资源利用的有效

渠道。

从表 3 内容数据可以看出，红河谷片范围内土地面

积约 247 万亩耕园地面积为 91.7 万亩，这些耕地对于水

资源的需求量比较大，需要从高山地区引水灌溉。为了

平衡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红河州在灌区的规划上还需要

做好环境评估：在水资源的平衡利用当中，红河州要继

续拓展现有水库的资源挖掘，通过改扩建工程，提高水

资源长期发展利用的平衡性 [5]。重点建立初始水权分配、

水价形成、群众全程参与、工程管护“四项机制”。

结论

综上所述，灌区规划设计要面向长远，立足当下，

提高资源利用的完善性和系统性，强化科学设计保障精

准配合。根据当地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结合地方农业

产业发展需求，优先采用高水高用、低水低用，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解决当前红河州红河干热河谷区域水资

源利用方面存在的规划不合理，时空资源不分配平衡等

诸多的制约因素，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

化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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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红河谷灌区范围土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万亩

分项 土地面积

土地面积 247.37

耕地面积

水田 30.53

水浇地 0.68

旱地 53.93

果园 6.56

小计 9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