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权制度建设研究项目 最终报告书 
 

 5-1

第5章 不同用水类型用水定额的管理方法 

5.1   农业灌溉用水 

5.1.1 太子河流域农业特点 

在太子河流域，截至 2005 年现在，包括跨流域的灌区在内，有大型灌溉区 2 个、中型 11 个、

小型约 80 个。小型灌区零散分布在整个流域内，但大、中型灌区均集中在平原地区（见图 5.1.1）。 

在太子河流域内外，大部分种植玉米、水稻、蔬菜、瓜果类（见图 5.1.2）。其中，水稻几乎全

部采用灌溉方式，其它作物既有灌溉农业、也有天然雨水农业。另外，灌溉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 30～

40％。从 1997 年至 2003 年，太子河流域 5 地级市的各市播种面积均呈现减少趋势（见图 5.1.3）。

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各市灌溉用水量也呈减少趋势（见图 5.1.4）。在平原地区，地下水的使用比

例增大，但在以葠窝水库为水源的大、中型灌区所在的辽阳县、灯塔市，地表水的使用比例也很大

（见图 5.1.5）。 

太子河流域内农林牧渔业用水量当中，大部分是为灌溉用水。特别是在辽阳市的辽阳县、灯塔

市，分布有大、中型灌区，灌溉农业非常发达。所以水稻栽培的灌溉用水大量取用地下水（见图5.1.6）。

图 5.1.7 显示了 2003 年太子河流域内的灌溉面积。从图 5.1.6 及图 5.1.7 中可知，在水稻播种面积

大的地区，灌溉用水使用消费了大量的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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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太子河流域内大・中型灌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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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太子河 5 市内的全县(区)播种面积 
（2003 年） 

图 5.1.3 太子河 5 市 全市播种面积变化
（1997～2003 年） 

图 5.1.7 太子河流域内灌溉面积 
（2003 年） 

图 5.1.6 太子河流域内农林牧渔业用水量 
（2003 年） 

图 5.1.5 太子河流域内农业用地表水・ 

 地下水（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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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太子河 5 市 全市总灌溉用水量变化 

（1997～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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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太子河流域灌溉用水 

(1) 农业气候划分 

在太子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有大型、中型灌区，小型灌

溉区散布于山丘地区。考虑灌区布特点，将太子河流域划分

为平原地区和山丘地区。水稻生长期间不同月份平均标准腾

发量（ETo）及有效降雨量如表 5.1.1 所示，平原区比山丘

区蒸发量多，但是降雨量少，所以灌溉用水量增大。 

(2) 水稻、旱田作物、蔬菜、瓜果类种植的净用水量 

在太子河流域，水稻耕作普遍采用一种名为「浅湿灌溉」的间断灌溉方法，特别是在位于葠窝

水库下游的大、中型灌区，一直合理地进行水资源管理。另一方面，在山丘地区由于水资源管理很

难，很难说到严密二字。就旱田作物而言，玉米占大部分。另外，由于蔬菜、瓜果类冬季温室栽培

中所需水量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 4 月下旬至 9 月的用水量作为栽种用水。其净用水量如

图 5.1.8 所示。 

 

(3) 太子河流域不同农作物的灌溉定额 

根据前节图表中计算所得出的净用水量来考虑灌溉效率，再计算出每单位面积的用水定额。在

计算用水定额时，考虑太子河流域内大、中、小型灌区的分布特点，按图 5.1.9 所示对太子河流域

进行划分，并设定灌溉效率。划分后的各地区的灌溉定额如表 5.1.2 所示。 

(4) 太子河流域农业用水 

2003 年太子河流域农业用水的季节变化及各月比例见图 5.1.10 和图 5.1.11。泡田期的 5 月份，

其取水量相当于年用水量的 42％，从 5 月至 8月，取水量超过年用水量的 90％。 

表 5.1.1  
水稻生长期 ETo 和有效降水量 

 平均 ETo 
 (mm/day) 

有效雨量 
(mm) 

平原地区 3.73 253.1 
山丘地区 3.53 271.8 
资料来源：JICA 調査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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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太子河流域不同作物灌溉效率和灌溉定额 

（単位：mm）
分类 水稻 旱田作物 蔬菜・瓜果类 
平原地区 大型 1,185 463 727 
 中型 1,087 425 666 
山丘地区 小型 970 334 519 
资料来源：JICA 調査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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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1 2003 年太子河流域农林牧渔业用水量的月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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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灌区用水管理 

(1) 灌区的水利设施 

太子河流域灌区的灌溉渠道中，土渠和砌

衬渠道的比例如图 5.1.12 所示。砌衬渠道几

乎都是用石砌形式。小型灌区是较近建成的

（1980 年代后期至 1990 年代后期建成的），其

总支渠 50％左右被砌衬。一方，大、中型灌区

的建设年代都比较早，灌区各级渠系几乎都是

土渠。灌区建设后，其土渠几乎没有进行防渗

处理。 

就量水设施而言，大、中型灌区内，一般

是采用水位标尺观测水位、测量流量的。浑河、

灯塔两个大型灌区的现场调查表明，灌溉渠道

等的维修保护管理很好，而且其功能亦呈良好状态。 

(2) 灌区用水管理组织和运营 

以同一水系或水库为水源的大、中型灌区与水库及其它

灌区的管理机构密切合作进行取水。图 5.1.13 是灯塔灌区

管理机构组织图。从取水设施开始到支渠的分水工作由管理

处的灌溉科负责，而斗渠的分水则是由各管理站负责（图

5.1.14）。管理最末端的农渠的构成农户基本上是由同一村

农户组成。支渠的农户一般是由同一个村的农户组成，由多

个村庄构成的分水灌溉也存在。 

采用量水设施计量取水量，按照规定进行取水。在灌溉

末端地区，利用从干渠向支渠分流的分水设施计量用水量。水费是由农户集中上来的，然后上缴到

灌区管理处。以若干村子（水渠）进行计量用水量时，并向各村（斗渠）进行分配。但从设施的整

备情况及渠道的数量来看，在支渠计量用水量是妥当的。另外，每 1m3 水费为 0.05 元。 

关于地下水取水，打井是由政府进行补助，但是，机电等运用费是由农民负担的。现在，农业

用水的地下水资源费规定为每一立方米 0.002 元，但是据说目前没有征收农业用水的水资源费。 

 

 

 

 

 

 

图 5.1.14 大・中型灌区水管理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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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灌区是由村民委员会进行管理的，村村民委员会下设置了管理组织，进行管理。管理组织

由村长，各农民组组长，放水员（取水、分水的专业技术员）组成。 

太子河流域的小型灌区，从自然河流或地下水中取水。现在，相当于水费的水资源费为每立方

米 0.002 元，但是据说没有征收。 

5.1.4 2020 年太子河流域的农业用水 

图 5.1.15 为 2003 年和 2020 年太子河流域灌溉面积

与农林牧渔业用水量的比较（预测部分请参照附属报告书

-1 社会经济）。 

在 2020 年虽，然水稻面积减少，但是蔬菜、瓜果类

的灌溉面积会增加，总体上大约增加为 10％。另一方面，

由于灌溉效率提高等原因导致用水定额减少（年比率

0.658%）及水稻的减少等，估计用水量大约将减少约 8％。 

但是，由于需水量大的水稻面积所占比例仍然较大，

在泡田期的 5 月份，水稻用水量占总农业用水量的 40％。 

5.1.5 与太子河流域农业用水有关的改进点 

(1) 平原地区和山丘地区 

山丘地区的灌区规模较小，即使过度取水，也可以作为回归水马上回归流入河流。与此相反，

平原地区的灌区规模较大，其回归水是在取水设施的相当下游地点回流到河流的。为此，同一河流

上的取水设施挨得比较近时，上游取水量的增加将会直接影响到下游灌区。还有，在大、中型灌区

中水渠系又长又大，增加了渗漏损失。考虑以上因素，应该重点提高平原地区大、中型灌溉区的灌

溉效率。 

(2) 灌区的改进点 

在水稻种植中，由于应用了「浅湿灌溉」方式，加强了高水平用水管理，推行了节水型种植，

所以在此基础上的田间节水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就旱田作物及蔬菜、瓜果类来看，与地表灌

溉方式相比，，喷灌 12～22％、微喷灌 26％的田间节水是可能的。 

目前，中国灌溉区的最低灌溉效率设定为：大型 50％、中型 60％、小型 70％。而日本的最低

灌溉效率设定为 85％，两国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在日本普遍采用衬砌水渠道、管道水渠道，

而在中国灌溉渠道是以土渠为主的。再者，日本采用了遥控技术进行遥控式集中管理，减少了无效

放流、更进一步有效地利用了降雨。其实在太子河流域，通过随时实施灌区的现代化，将可能使其

转换成飞跃的节水型农业。 

 

 

 

图 5.1.15 
太子河流域灌溉面积与农林牧鱼业 

  用水量的比较（2003 年和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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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灌区的取水和灌溉效率 

(1) 灯塔灌区、辽阳灌区的监测 

由葠窝水库供水的灯塔灌区(大型)

和辽阳灌区(中型)，在泡田·插秧期有

用水计划·供水计划,但是，泡田·插秧

期之后，向供水局请求供水，供水局根

据水库的蓄水量进行水。不存在全年的

计划取水的概念。 

在这两个灌区中，对 2005 年灌溉前

半的取水量·供水量进行量监测，调查

了水渠道渗漏损失(图 5.1.16)。同时，

分析了两灌区各监测地点的送水量和损失比例，见图 5.1.17，图 5.1.18。 

在灯塔灌区，全部总干的渗漏损失为总取水量的约 26％。在辽阳灌区总干的三面闸处，分水后

取水量的 80％流向下游，三面闸至三分干分水闸之间的距离是总干长的约 1/3，然而该区间，三面

闸流量的约 15％被渗漏损失。由此可见，辽阳灌区全部总干的渗漏损失相当于灯塔灌区的全部渗漏

损失。在辽阳灌溉区的三分干中，三分干控制闸至三分北分水闸之间的距离相当于三分干渠长的 22

％左右。在该区间，三分干控制闸流量的约 18％被渗漏损失。 

(2) 辽阳县首山镇立开堡村（小型灌区）的调查 

临近辽阳灌区的辽阳县首山镇立开堡村为小型灌区。该灌区面积大约为 200 亩，是利用电泵抽

取(取水量 210m3/h)地下水进行灌溉的水稻田小型灌溉区。该小型灌区未取得取水许可证。选定该

小型灌区的理由是为了与辽阳灌区共合、评价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取水、供水。现场采访调查表明，

在泡田、插秧期(4 月中旬～5 月中旬) 电泵每天取水连续 24 小时，但是在 5 月中旬到 9 月期间，电

泵每天取水 10 小时左右。该灌区的用水定额为 2,750mm(1,838m3/亩)左右。 

另外，首山镇立开堡村位于地下水下降严重的漏斗地区，所以水稻的用水定额大，然而，在包

括漏斗地区在内的辽阳灌区，其水稻用水定额据说是 4,500mm (3,000m3/亩)。尽管同样位于漏斗地

区，在使用地下水的小型灌区（首山镇立开堡村）和使用地表水的中型灌区（辽阳灌区），其水稻用

水定额相差 1.6 倍。 

(3) 太子河流域灌区的灌溉效率 

考虑灯塔、辽阳灌区总干渠和支干渠的损失记录，灯塔灌区的灌溉效率(30％)，首山镇立开堡

村与辽阳灌区的用水定额的差异，以及中国大、中、小型灌区灌溉效率之差，分别为 10％等情况，

可以判断在不同规的模灌区内各级渠系的渗漏损失比例大体相等，大体上如图 5.1.19 所示。在图

5.1.19 所示的关系中，回归水灌溉的水田区的回归水的反复利用稻田没含有，含有反复利用稻田当

然灌溉效率大。 

图 5.1.16 灯塔・辽阳灌溉区监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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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7 2005 年灯塔灌区各渠道区间流量损失比例 

图 5.1.18 2005 年辽阳灌区各渠道区间流量损失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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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9 不同规模灌区的灌溉效率和流量损失 

 

相对于各流量的损失比例 25% 25% 25% 25% - 

相对于取水量的损失比例 25% 21% 14% 10% - 

相对于取水量的来水量比例 100% 75% 56% 42% 32% 

      

小型灌区（地下水） 1级水渠以下
田地 

（灌漑効率）
   

      

小型灌区（地表水） 1 级水渠 2级水渠以下
农田 

（灌溉效率）
  

      

中型灌区 1 级水渠 2 级渠路 3级水渠以下
农田 

（灌溉效率） 
 

      

大型灌漑区 1 级水渠 2 级渠路 3级水渠以下 4级水渠以下 
田间 

（灌漑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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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太子河流域农业用水的水费机制和问题 

灯塔灌区和辽阳灌区都位于辽阳市，是以葠窝水库为水源的灌区。两灌区管理处从农民征收水

费，上缴辽阳市供水局 (图 5.1.20)。两灌区管理处根据取水量向农民征收相应的水费,但只向辽阳

市供水局支付定额水费。从农民征收的水费额减去向供水局支付额后的差额为灌区管理处收入。目

前，只向供水局支付定额水费，超量取水部分并未支付。当引进节水灌溉减少取水量时，从农民征

收的水费额减少，同时灌区管理处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这是目前农业用水的水费机制。所以，对

于灌区管理处，也有激励效果的节水对策是必要的。 

 

5.1.8 对太子河流域农业用水的建议 

今后，其它部门的用水需求越来越高的形势下，为了维持太子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必须确立并

有机结合保障农业用水权的「宏观控制指标」和农业用水方义务的「微观用水定额体系」。目前农业

用水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措施大致可以归纳如图 5.1.21 所示，详述如下。 

(1) 认真执行《辽宁省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 

根据《辽宁省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规定，除少量取水或者紧急取水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证

之外，包括水库在内用水单位为申请取水许可证的对象，另外，在供水水库供水期间内取水的，由

水库管理单位发给供水证（卡）（见图 5.1.22）。然而在太子河流域，实际上既没有发放水库取水许

可证，也没有发放供水证。在今后向水权制度过渡时，明确水权，即明确水利用者的权利是非常重

要的。为了明确从供水水库的取水许可，切实实施水库取水许可制度和供水证发放是最理想的。 

另外，象辽阳县首山镇立开堡村灌区，虽然是申请取水许可证对象，但未申请。没有全年用水

计划的灌溉区，如灯塔·辽阳灌区也存在。因此，为了使取水许可制度不形式化，在各级行政管理

分门中贯彻实施《辽宁省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最为理想。

辽
阳
灌
区

灯
塔
灌
区

辽阳市 
供水局 

管理处 

管理处 

漏斗地区 

鞍山鉄鋼会社

＊ 两灌区向供水局支付如下所示水费。 

灯塔灌区： 

120 百万 m
3
：230 万元 

辽阳灌区： 

100 百万 m
3
：160 万元 

 但是、每年两个灌区均多取水 50 百万 m
3
、但

支付金额不变。 

 

＊＊ 因为超采地下水，引起地下水位下降、形成

漏斗地区。在漏斗地区，农业用水渗漏大、

针对其增加的水量，毎年支付补偿费用。 

葠窝水库 

实际取水量：150 百万 m
3
 

实际取水量：180 百万 m
3

图 5.1.20 灯塔、辽阳灌区的水费 

向漏斗地区农民征收
减去了补助费 200 万
元后的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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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1 太子河流域农业用水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问题点  对策 

「宏观控制指标」  「宏观控制指示」 

(I) 由供水水库供水的灌区，既没有水库取水许可证，

也没有水库发给的供水证，其权利不明确。 

 

 
(I) 切实执行《辽宁省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 

(II) 对于不同生长用水需求不同的农业用水，取水许

可制度并未考虑其变化。 

 

 
(II) 变更取水许可申请、注册书的书写格式。 

(III)尚未建成使农民积极采取节水措施的制度框架。  (III) 制定、实施《关于辽宁省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

用途转换管理办法（草案）》。 

(IV) 对于辽阳市首山地区等漏斗地区、随地下水位下

降而导致需水量增加地区，没有使下降水位恢复

行之有效的措施。 

 (IV) 实施提高地下水位的措施。 

（葠窝水库下游农业用水合理化转让项目） 

「微观用水分配定额体系」  「微观用水定额体系」 

(V) 灌溉効率一直停滞在低水平。  (V) 在灌区实施节水措施。 

 

 

供水水库所有的 
取水许可证 
〈第 3 条〉 

取水许可证
（河流取水）
〈第 3 条〉 

取水许可证 
（地下水取水） 

〈第 3 条〉 

取水许可证
（河流取水）
〈第 3条〉 

取水许可证对象的外 
（少量取水） 
〈第 4 条〉 

 

 

 

 

 
 

 

图 5.1.22 取水许可证、供水证的对象示意图 

注解：图中条款序号为《辽宁省取水许可

制度实施细则》相应条款序号。 

以水库为水源 
的城市用水等 

以水库为水 
源的灌区等 

水库管理单位发给
供水证（第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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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更改取水许可申请・登记书的书写格式的建议 

中日双方对农业用水量的见解的最大区别就是日本是根据不同期间最大取水流量（m3/s）进行

讨论的，而中国则是以年总取水量（m3）进行讨论的。 

图 5.1.23 示出日本的水权和太子河流域取水许可的实例。在农业用水(水田)方面，日本是每半

旬计算取水量的基础上，每半旬设定满足不同期间的最大取水量的水权。与此对应, 太子河流域主

要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用水定额计算年取水量，再按不同月份进行分配的。由于取水许可没有考虑农

业用水不同时期变化的取水方式，在水需求量多的时候，实际取水量就会超过许可取水量。如果不

遵守取水许可证中批准的取水量，取水许可制度就有可能形式化。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农业用水单位和个人的权利，改变许流量许可办法使其能满足不同时期的最

大取水量是最理想的。再者，考虑太子河流域水稻作物的取水方式，将农业用水时期划分为三个时

段(平整水田期，一般灌溉期，非灌溉期)并对其用水量进行设定是令人满意的。 

另一方面，在以水库等蓄水设施为水源的情况下，通过年总量的供水证进行实施管理是很合理

的，然而，了保护灌区的权利，制定全年用水计划也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取水许可证和取水许可申请书的格式是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取水许可

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所以辽宁省不能进行变更。必须由国务院进行变更。 

(3) 《辽宁省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换管理办法(方案)》的建议 

如前节 5.1.7 所述，目前，实施节水工程项目对灌区管理处没有激励作用，所以改变这种现状

是有必要的。另外，从灌区管理处和农民的收入来看，灌区管理处初期投资大，对实施节水工程项

目的负担过重。因此，考虑节水后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用，政府或剩余水利用单位要积极承担节水

工程项目的费用。 

现在，辽宁省根据《辽宁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灌溉耕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

《办法》)，制定了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农业耕地为其它用途时的规则。但这个《规

则》是为了控制占有其他地区农业用资源，导致农业生产低下的行为制定的。制定该《办法》的目

的是为了从其他行业保护农业用资源，所以在该《办法》的条款中，相当于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让

的条文虽然很多,都不是为积极推行农业用资源转让而制定的。作为农业用水转换的《办法》方案，

我们提案了《辽宁省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换管理办法(方案)》。本《办法》方案的要点是：

① 减轻管理处·农民的工程项目负担，②政府给予管理处响应节水的补助，③ 为了提高工程建设

单位的积极性，对转换水费用给予补助，④ 对工程建设单位的工程费给予补助，⑤政府补助金的财

源是通过进行剩余水转换确保。本《办法》方案中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换时的利害关系见

图 5.1.24，对各种利害关系者来说都是非常有魅力的。 

但是，在应用本《办法》方案时，要象日本的例行水权一样，对现在灌区使用的水量(不是正式

批准的水量，是每年例行使用的水量)重新审查批准的基础上，并对重新审查批准后所产生的剩余水

量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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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方案，在农业剩余水量转让项目实施主体是灌区的时候，灌区本身实施节水措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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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成田用水设施 管理技术解说书（设施计划篇）、1981 年 4 月、水资源开发公団）

图 5.1.23 日本水权和中国取水许可证的设定实例 

设 计 灌
溉 面 积

有 効 灌
溉 面 积

用 水 定
额

设 计 保
证 率

年 取 水
量

最 大 取
水 流 量

亩 亩 m 3 /亩 ％ 万 m 3 m 3 / s

苏 家 屯 区 林 盛 堡 镇 北 乱 木 村 2 4 4 8 2 4 4 8 1 0 0 0 7 5 2 4 4 . 8 0 . 3 - - - - 1 1 0 . 0 0 7 0 . 0 0 3 0 . 0 0 2 0 . 0 0 1 4 . 8 0 - - - 

苏 家 屯 区 林 盛 堡 镇 史 三 村 8 0 0 8 0 0 1 0 0 0 7 5 8 0 0 . 0 6 6 - - - - 3 0 . 0 0 2 0 . 0 0 1 5 . 0 0 1 0 . 0 0 5 . 0 0 - - - 

苏 家 屯 区 林 盛 堡 镇 吉 祥 村 4 4 0 3 9 0 1 0 0 0 7 5 3 9 0 . 0 6 6 - - - - 1 5 . 0 0 8 . 0 0 7 . 0 0 5 . 0 0 4 . 0 0 - - - 

苏 家 屯 区 林 盛 堡 镇 文 城 堡 村 3 6 0 0 1 6 0 0 8 0 0 7 5 1 4 9 . 5 0 . 3 - - - - 6 0 . 0 0 4 0 . 0 0 2 0 . 0 0 2 0 . 0 0 9 . 5 0 - - - 

王 家 镇 井 灌 区 2 6 7 8 7 . 6 2 2 7 6 8 9 0 9 8 5 2 4 3 5 0 . 0 6 - - - - 4 8 7 . 0 0 4 8 7 . 0 0 4 8 7 . 0 0 4 8 7 . 0 0 4 8 7 . 0 0 - - - 

佟 二 堡 水 利 站 2 8 7 1 2 . 5 2 4 4 0 5 8 0 0 8 5 2 2 9 7 0 . 0 5 8 - - - - 4 5 9 . 4 0 4 5 9 . 4 0 4 5 9 . 4 0 4 5 9 . 4 0 4 5 9 . 4 0 - - - 

五 星 水 利 站 2 2 3 6 0 1 9 0 0 6 7 5 0 8 5 1 6 7 7 0 . 0 5 8 - - - - 3 3 5 . 4 0 3 3 5 . 4 0 3 3 5 . 4 0 3 3 5 . 4 0 3 3 5 . 4 0 - - - 

沈 旦 水 利 站 4 7 4 1 4 0 2 9 8 5 0 8 5 4 0 3 0 . 0 6 - - - - 8 0 . 6 0 8 0 . 6 0 8 0 . 6 0 8 0 . 6 0 8 0 . 6 0 - - - 

柳 条 水 利 站 2 1 6 2 3 1 8 3 7 9 8 5 0 8 5 1 8 3 8 0 . 0 4 4 - - - - 3 6 7 . 6 0 3 6 7 . 6 0 3 6 7 . 6 0 3 6 7 . 6 0 3 6 7 . 6 0 - - - 

毛 祁 镇 山 后 村 7 2 0 7 2 0 1 0 0 0 7 5 7 2 0 . 0 4 4 - - - 1 2 . 0 0 1 2 . 0 0 1 2 . 0 0 1 2 . 0 0 1 2 . 0 0 1 2 . 0 0 - - - 

八 里 镇 南 腰 村 5 0 0 4 0 0 8 0 0 7 5 7 5 0 . 0 1 1 - - - 1 2 . 5 0 1 2 . 5 0 1 2 . 5 0 1 2 . 5 0 1 2 . 5 0 1 2 . 5 0 - - - 

中 小 镇 后 三 村 1 3 0 0 1 3 0 0 8 0 0 7 5 1 0 4 0 - - - 1 7 3 . 3 3 1 7 3 . 3 3 1 7 3 . 3 3 1 7 3 . 3 3 1 7 3 . 3 3 1 7 3 . 3 3 - - - 

孟 湖 村 委 会 7 0 0 7 0 0 1 0 0 0 7 5 7 0 0 . 0 6 - - - 1 1 . 6 7 1 1 . 6 7 1 1 . 6 7 1 1 . 6 7 1 1 . 6 7 1 1 . 6 7 - - - 

東 四 镇 東 四 村 1 6 5 0 1 6 5 0 1 0 0 0 7 5 1 6 5 0 . 6 3 8 - - - 2 7 . 5 0 2 7 . 5 0 2 7 . 5 0 2 7 . 5 0 2 7 . 5 0 2 7 . 5 0 - - - 

韩 姜 村 1 9 5 0 1 9 5 0 1 0 0 0 7 5 1 9 5 0 . 7 5 4 - - - 3 2 . 5 0 3 2 . 5 0 3 2 . 5 0 3 2 . 5 0 3 2 . 5 0 3 2 . 5 0 - - - 

海 州 管 理 区 红 光 村 7 5 0 7 5 0 8 0 0 7 5 6 0 - - - 1 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1 0 . 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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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

每５天取水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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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m3/s

通过调节池的峰值调整

冬季 育苗期 平整水田期 普通期 冬季

水行政主管部门 

灌区管理处 农民 

 削减水费  减少征收农民的水费 
 因节水政府进行的补贴
或增收入 

农业剩余水转用
项目实施主体

新增的用水单位
 水资源紧张地区取得新
增的水权 

 对新增水费的补助 
 

 负担项目费 
 对项目费给予补助 

 通过设立基金确
保补助金的资金
来源 

图 5.1.24 农业剩余水转让项目的利害关系图 

相关条例等： 
① 辽宁省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换管理办法（方案） 
② 辽宁省取水许可证制度实施细则 
③ 辽宁省辽 农业 溉 设 溉 办宁省占用 灌 水源灌排工程 施灌 耕地管理 法 
④ 辽宁省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⑤ 关于调整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和省直水库供水价格及有关事宜的通知 

农业剩余用水转为
项目基金 

〈①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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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地下水位恢复対策（葠窝水库下游农业用水合理化转换工程项目） 

在葠窝水库下游流域，辽宁省最大钢铁公司的鞍山钢铁公司(鞍钢)和灯塔灌区及辽阳灌区年是

大量用水单位（见图 5.1.25）。特别是鞍钢公司年采用地下水量约为 160 百万 m3，造成周边地区地

下水位比下降大约 20m 左右，形成漏斗地区。由于受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与周边其地地区相比，

水稻耕作大约需要高达 3 倍的用水量，应尽早对此进行改善。 

灯塔灌区和辽阳灌区，分别是从太子河流域年间取水量为 180 百万 m3 和 150 百万 m3 的大型及

中型灌区。两灌区的灌溉效率较低，为 30％至 50％左右。通过推算，如果将其灌溉效率提高到 70

％左右，节水所产生的剩余水量相当于鞍山钢铁公司的地下水取水量（图 5.1.26）。 

因此，我们提案在以上两灌区通过实施合理的剩余水削减工程项目，并将所产生的表流水剩余

水量转让给鞍山钢铁公司，以使正常的农业环境得到恢复。 

(5) 灌区节水对策的实施 

如图 5.1.19 所示，随着灌区规模的增大，其灌溉渠系更为复杂化。为了充分提高节水效果，需

要对各级渠道的渗漏水损失比例进行改进。另一方面，小型灌区的渠系则比较单纯。 

另外，在今后节水对策工程项目实施时，缺乏自筹资金的灌区很难成为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

大、中型灌区可以根据《辽宁省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换管理办法(方案)》，考虑让剩余水量

利用单位成为项目主体。但是，在小型灌区，由于通过工程项目实施所产生的节水、转让水的预计

量不会很大，由第三者实施项目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在小型灌区，应实施工程费用比较低的节水

对策工程项目。 

(a) 小型灌区 

在小型灌区，与灌溉设施的改善相比，我们认为将重点放在分析和改善水资源管理上的问

题更为合理。在分析水资源管理的问题和目的之中，举办由管理方(村人民委员会)和农民参加

的 PCM 研究会为好。根据 PCM 研究会，能够取得关于全体参加人员的问题及其对策的同意（图

5.1.27）。 

另外，在进行 PCM 研究会时，需要会议主持负责人，同时水管理专家的建议也是不可缺少

的。小型灌区是县水利部门管辖的，将来由县水利部门负责培养会议主持负责人及举办 PCM 研

究会最为理想。 

其次，根据目的分析结果，在需要对设施进行改造的情况下，必须讨论能否实施《《辽宁省

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换管理办法(方案)》。 

(b) 大・中型灌区 

在大、中型灌区，积极利用《辽宁省农业用水剩余水向其他用途转换管理办法(方案)》，与

小型灌区一样，通过 PCM 研究会提高末端渠系的水资源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还要实施对上

级的渠系的改造、并提高其水资源管理水平。同时我们认为，就上级的渠系的水资源管理举办

同样的 PCM 研究会也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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葠窩水库

 

150 百万 m
3
 

180 百万 m
3
 

灌溉效率 30% 
净用水量：54 百万 m

3
 

损失水量：126 百万 m
3
 

工业用水 

地下水 

160 百万 m
3

灌溉効率 50% 
净用水量：75 百万 m

3
 

损失水量：75 百万 m
3
 

灯
塔
灌
区

辽
阳
灌
区

图 5.1.26 葠窩水库下游农业用水合理化转让工程项目示意

实施转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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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转让后 

 

146 百万 m
3

图 5.1.25 葠窝水库下游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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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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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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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办法（草案）》的适用

图 5.1.27 小型灌漑区参加型提高水资源管理工程项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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