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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引黄灌溉工程遗产效益评价与治理路径探析
——以秦汉渠灌区建设为例

宁夏引黄灌区是我国四大古老灌区之一，拥有两千多年悠

久的历史，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0月，宁夏引

黄古灌区成功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第一

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标志着宁夏在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秦汉渠灌区是宁夏引黄古灌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南到北横贯宁夏引黄灌区的精华地带，为“塞上明珠”

的这片土地输送着生命之水，滋养着灌区 80余万人口、106万

亩农田以及湖泊湿地，在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中承载着重要使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

着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加剧，秦汉渠管理处在“四水

四定”原则指导下，积极探索合同节水模式，通过科学调度和

精细化管理，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为陕甘宁老区的农业

生产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秦汉渠灌区效益与成效

秦汉渠灌区南起牛首山，北到灵武与内蒙古交界的明长城，

东靠鄂尔多斯高原，西临黄河，土地总面积 874平方公里，涉

及青铜峡市的青铜峡镇及峡口镇，吴忠市利通区全境、灵武市

全境 18个乡镇、8个大中型国营农（林）场，发挥着重要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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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秦汉渠灌区以促进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为目标，“一揽子”规划沟、渠、田、林、路、村，整体

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动奶产业、牛羊肉、设施农业和优

质粮食“一主三持”四大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以秦汉渠灌域灵

武市为例，人口数量从 1970年的 111824人，增长至 2020年的

256311人；农业总产值从1970年的0.1647亿元，增长到2020年

的28.9474亿元；粮食总产量从1970年的34952吨，增长至2020

年的149774吨，综合反映出引黄灌溉对灵武市人口、农业生产

规模和结构的积极影响。2024年，秦汉渠灌区累计完成 106万

亩农田的夏秋灌任务，累计引水6.676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节

水 0.22亿立方米。秦汉渠灌区不仅是宁夏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也带动了灵武市、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青铜峡镇及峡口镇

等地的经济迅速发展。通过合同节水模式，秦汉渠灌区节水率

达到8%，输配水精准度提升至96%以上，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短

缺问题。

（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秦汉渠灌区曾经的部分湖泊湿地

因水资源短缺，水域大面积萎缩，生态功能也严重退化，周边

生态产业发展受限。2021年 3月，流经利通区的秦渠、汉渠周

边环境污染严重，仅渠内垃圾就多达2481立方米，严重破坏了

周边生态环境。如今，秦汉渠灌区不断强化水资源调度和管理，

不仅服务农业，还承担生态补水任务。2024年完成0.47万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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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湿地生态补水，极大促进了河湖生态复苏，间接支持了区域

旅游业和生态产业发展。秦渠两侧，苍树青林，为市民们提供

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往昔单调荒芜的景象已不复存在，

进一步形成“水河清畅、岸景秀美”的塞上家园。在引黄灌溉

水资源合理调配下，水体循环速度加快，水体自净能力显著提

升，维持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为众多水生动植物提供了适

宜的栖息繁衍环境。通过减少高耗水作物种植和推广节水灌溉

技术，灌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了

示范。

（三） 社会效益日益显著。“十四五”以来，青铜峡市以

“灌水难、排水难、用水难”等热点问题为根本，实行渠、沟、

田、林、路等综合治理，全市完成渠道砌护1878千米，治理土

地面积21733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62865公顷，增加农业总

产值1449万元。2024年，青铜峡灌区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4万

亩，带动 5600户农户，直接经济收入达 3.4亿元，此外，也推

动了奶产业等发展，“联农、带农”效果显著。2024年，青铜峡

灌区推进数字孪生试点的建设，完成 11.6公里渠道砌护改造和

110座渠系建筑物新建，解决2.9万亩农田灌溉难题，形成集农

业灌溉、生态修复、景观建设、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线、环

保线、文旅线。秦汉渠灌区通过数字孪生灌区建设，实现了渠

道输配水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了管理效率50%以上，为农

业增产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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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灌区发展与保护面临问题与挑战

（一）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秦汉渠灌区降水集中在夏季的

6—8月，这三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60%—70%，短时间

内大量降水难以有效储存与调配，而在春季播种和秋季作物灌

浆等关键时期，降水量稀少，导致季节性缺水问题突出。在灌

溉高峰期，农业用水需求剧增，与生态补水、生活用水形成竞

争。现有水资源调配系统信息化程度虽然有大幅提高，还需要

进一步实时精准掌握水资源动态，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

（二）生态保护意识薄弱。秦汉渠灌区周边居民及部分企业

生态保护意识淡薄，在灌区范围内存在随意倾倒垃圾、排放污

水等行为，破坏了湿地、河道等生态系统。一些不合理的农业

生产活动，如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壤污染和水体富营养

化。监测数据显示，灌区部分水体的总氮、总磷含量分别超出

正常标准 1.5—2倍，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水生态平衡遭到破

坏，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三）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不足。对秦汉渠蕴含的历史文化价

值挖掘不充分，文献零散且不系统，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不够，

缺乏可视化分析与历史变迁的数字化呈现，未能充分突显社会

地位与时代价值。灌区整体景观资源虚拟展示的数字化系统规

划与专项开发不够充分。

（四）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秦汉渠灌区的管理监督工作

涉及多个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一些跨界水体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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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中，在水资源调配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中合力不

足，将遗产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任重道远。

三、灌区现代化建设的治理路径

（一）构建水资源智能调配体系。深入推进数字孪生灌区建

设，引入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进一步完善“天空地水工”感

知网，充分将数字赋能体现在水资源“引、输、配、供、调”

全过程，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和数学模型，根据实时数据和用水

需求预测，自动生成最优调度方案，实现水资源精准调配，保

障农业、生态与生活用水平衡。搭建跨部门水资源调度协调平

台，打破信息壁垒，通过统一的数据接口，实现数据共享与交

互，并在平台设置在线会商功能，促进水利、农业、环保等部

门协同决策，提高调度效率。

（二）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通过

社区讲座、学校课程、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提高居民和企业

生态保护意识。定期举办生态环保知识讲座，同时利用微信公

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制作并发布生态环保公益视频等内

容，有效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排

污、倾倒垃圾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制定严格的环境监管制

度，定期巡查监测。抓好生态修复工程，对受损湿地、河道进

行清淤、植被恢复等工作，建立生态修复效果监测、反馈机制，

定期对修复区域的生态指标进行监测评估。

（三）推进遗产保护与利用。持续推动秦渠、汉渠等古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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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遗传传承保护，充分挖掘展示千百年来秦汉渠引用黄河水

和发展农业生产丰富的历史智慧、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搜集

整理相关资料，打造“文化驿站”，以图片、多媒体等形式展示

古渠演变史与治水智慧。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历史变迁梳理，

建设遗产数据库，同时利用可视化分析技术，将河网分布的地

形图、灌区沟渠的动态地图等有效呈现，充分反映工程的发展

历程、变迁规律等，为灌溉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数字支撑。完善

旅游配套设施，定期举办文化节、摄影比赛等活动，设计开发

文创产品，在提升景区知名度中传播水利文化。

（四） 创新灌区现代化管理体制机制。整合各管理部门职

能，明确权责划分，进一步细化水资源管理、生态保护、遗产

利用等工作。建议自治区水利厅进一步加强对秦汉渠灌区的指

导支持，特别是在管理水平、技术支持、资金保障等方面予以

倾斜；同时，秦汉渠管理处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水利部门协作，

推动形成“共治、共享、共承担”的管理体系，加快构建完善

的区域城乡水网体系，不断提高灌区管理能力和供水服务水平。

本文系2024年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宁夏引黄灌溉工程文

化遗产历史变迁与当代治理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执笔人：北方民族大学　汪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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