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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市水利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市水资源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剑锋、张磊、李康、郭雪妞、吴文平、武斌、严小燕、蒋晔、夏天宏、张鑫、

刘鹏程、马莉、韩霞、贺阳颖、潘茹、苏晶、宋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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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节水型灌区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型节水型灌区的基本申报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常州市行政区域内节水型小型灌区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363-2018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DB32/T 3817-2020 灌溉用水定额

DB32/T 1368-2023 节水型灌区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32/T 136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节水型灌区 Water-saving irrigation district

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和当地水资源条件，高效利用降水和灌溉水，达到相关技术要求并经水行政主管

部门考评确认的灌区。

3.2

小型灌区 Small-scale irrigation district

设计灌溉面积小于1万亩的灌区。

3.3

灌溉供水保证率 Irrigation water supply guarantee rate

满足农作物用水需求的可靠程度，当年水源可供水量与相应水平年设计灌溉供水量的比值。

3.4

灌溉设计保证率 Probability of irrigation water requirement

对照《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

3.5

节水灌溉面积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with water-sav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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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和当地供水条件，高效利用降水和灌溉水，满足《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T
50363）要求的灌溉面积。

4 申报基本条件

4.1 申报灌区为小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一般不少于 300亩。

4.2 申报灌区依法依规办理取水手续。

4.3 申报灌区有固定的管理人员和节水灌溉制度。

4.4 近三年未发生工程安全、水质安全或重大水事纠纷等。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通则

5.1.1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工程设施、用水管理、灌区管理、高质量发展共4项一级指标、19项二级指标。

附加指标包含创新引领、荣誉评价2项二级指标，详见表1。

表 1 常州市小型节水型灌区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及标准
评价

分数

1

工程

设施

（34 分）

总体布置
灌区土地平整、灌排合理，且有总体布置图的，得 3分。灌区内高标准

农田面积占设计灌溉面积 90%以上的，得 3分；每减少 10%，扣 1 分。
6

2 灌溉供水保证率 灌溉供水保证率达到 95%，得 5分；每减少 1%，扣 0.5 分。 5

3 灌溉设计保证率
沿江平原和太湖平原区 95%，宁镇扬和宁溧丘陵区不低于 90%，满足得 6

分，否则不得分。
6

4
节水灌溉面积

占比

参照（GB/T 50363-2018），灌区内节水灌溉面积占设计灌溉面积 80%以

上的，得 5分；每减少 1%，扣 0.5 分。
5

5 工程配套率
工程配套率达到 95%以上的得 4分，每减少 1%扣 0.2 分。证明材料齐全

的得 1分，有计算过程的得 1分。配套率低于 75%的该项不得分。
6

6 工程完好率

工程完好率达到 95%以上的得 4分，每减少 1%扣 0.2 分。证明材料齐全

的得 1分，有计算过程的得 0.5 分，有代表性照片的得 0.5 分。完好率

低于 75%的该项不得分。

6

7

用水

管理

（26 分）

灌溉制度

制定科学、合理、健全、有效的节水灌溉制度，包括提水、田间用水、

灌溉方式等，得 3分，每缺一项扣 1分；灌区设施满足基本运行要求，

用水原始记录齐全，统计台账数据准确可靠，得 3分，每缺一项扣 1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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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州市小型节水型灌区评价指标（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及标准
评价

分数

8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渠道灌溉不低于 0.70，滴灌区不低于 0.90，喷灌区不低于 0.80，管灌

区、微灌区不低于 0.85，满足得 7分。每低 0.001，扣 0.6 分。
7

9 灌溉用水定额
满足（DB32/T 3817-2020）规定的得 7分；超灌溉用水定额 30%以内的

按比例扣分，超过 30%的不得分。
7

10 用水计量
灌区有计量设施且设备运行正常的得 2分；计量准确且计量档案齐全的

得 4分。
6

11

灌区

管理

（30分）

管理机制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管护机制、用水管

理机制等“四项机制”建立健全，满足得 4分；每单项机制不健全或缺

失的扣 1分；有固定的管理人员，得 2分。

6

12 水费收缴率
水费收缴率达到 100%以上，满足得 4 分；每减少 1%，扣 0.5 分；实行财

政转移支付收费及财政报账制的灌区，视同实收水费，计算方法同上。
4

13 “两费”落实率
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和人员基本支出经费的落实率达到 100%，满足得 4分；

每减少 1%，扣 0.5 分。
4

14 执行水价

执行水价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价，或未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价、但已落

实财政补贴且工程维护经费有稳定保障，满足得 4分；低于成本水价且

未落实财政补贴的，不得分。

4

15 灌溉用水量

近三年，灌溉用水量不超过下达的用水计划量，满足得 4分，超计划达

到 5%的，扣 2分，达到 10%的，扣 4分，达到 15%及以上的，此项不得

分；近三年灌区用水总量下降 15%以上，得 2分。

6

16 工程管护

定期开展工程长效管护，包括管护资金支出证明、灌溉工程维修养护、

灌区引排河道和沟渠清淤记录。台账资料齐全的得 3分，每缺一项扣 1

分。

3

17 节水宣传
开展节水宣传，灌区内有节水宣传标语、标识，节水气氛浓厚，得 2分；

灌区管理人员掌握节水基本知识，灌区内群众了解节水常识，得 1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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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州市小型节水型灌区评价指标（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及标准
评价

分数

18

高质量发

展

（10分）

生态化治理
开展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灌区用水效率的项目建设，例如灌区农

田尾水回用等，每有 1项得 2分，满分 4分。
4

19 智慧化管理

加快灌区智慧决策系统、自动化监控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进程，

实现灌区管理由依靠人工经验向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的转变，有实际成

果的，例如一体化泵站建设等，一个得 2分，最高得 6分。

6

基础指标小计 100

20 附加

指标

（5分）

创新引领
取得与灌区节水相关创新性成果，例如科研项目、著作论文等，每有 1

项得 1分，满分 3分；
3

21 荣誉评价
获得与灌区节水相关的社会良好报道评价或荣誉称号，省级及以上得 2

分，市级得 1分，满分 2分；
2

附加指标小计 5

评价综合分数 105

5.2 工程设施

5.2.1 工程设施指标含总体布置、灌溉供水保证率、灌溉设计保证率、节水灌溉面积占比、工程配套率、

工程完好率等 6个二级指标。

5.2.2 总体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灌区土地平整、灌排合理，且有总体布置图。

5.2.3 灌溉供水保证率应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 = ��
��

×100% …………………………（1）

式中：

�� ——灌溉供水保证率；

�� ——实际灌溉供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³）；

�� ——相应水平年设计灌溉供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³）。

5.2.4 灌溉设计保证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沿江平原区和太湖平原区≥95%；

b) 里下河平原区和沿海平原区≥85%；

c) 徐淮平原区和宁镇扬及宁溧丘陵区≥90%。

5.2.5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应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 = ��
��

×100% …………………………（2）

式中：

��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 ——灌区节水灌溉面积，单位为万亩；

��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单位为万亩。

5.2.6 工程配套率应按照公式（3）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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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ℎ�+���+���

�ℎ�+���+���
×α+ ���+���

���+���
×β）×100%…………………………（3）

式中：

�� ——工程配套率；

�ℎ� ——渠首实际数量；

�ℎ� ——渠首设计数量；

��� ——渠系建筑物(含斗口)实际数量；

��� ——渠系建筑物(含斗口)设计数量；

��� ——泵站和涵闸实际数量之和；

��� ——泵站和涵闸设计数量之和；

��� ——渠道实际长度，单位为千米(km) ；

��� ——渠道设计长度，单位为千米(km) ；

��� ——排水沟实际长度，单位为千米(km) ；

��� ——排水沟设计长度，单位为千米(km) ；

α ——渠首、渠系建筑物(含斗口)、泵站、涵闸投资之和的权重；

β ——渠道、排水沟投资之和的权重。

5.2.7 工程完好率应按照公式（4）进行计算：

��� = （
�ℎ�+���+���

�ℎ�+���+���
×α+ ���+���

���+���
×β）×100% …………………………（4）

式中：

��� ——工程完好率；

�ℎ� ——渠首完好数量；

��� ——渠系建筑物(含斗口)完好数量；

��� ——泵站和涵闸完好数量之和；

��� ——渠道完好长度，单位为千米(km)；
��� ——排水沟完好长度，单位为千米(km)。

5.3 用水管理

5.3.1 用水管理指标含灌溉制度、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灌溉用水定额、用水计量等4个二级指标。

5.3.2 灌区应建立节水灌溉制度，且能够有效的推进和执行。

5.3.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标应同时满足：

a) 不低于当年本省同规模同类型灌区的平均值；

b) 渠道灌溉≥0.70，滴灌区≥0.90，喷灌区≥0.80，管灌区、微灌区≥0.85。
5.3.4 灌区或所在县（市区）进行农业用水定额管理，当年实际灌溉用水应满足DB32/T3817的规定。

5.3.5 用水计量率应按照公式（5）进行计算:

�� = ��
��

×100% …………………………（5）

式中：

�� ——用水计量率；

�� ——已进行水量计量的口门数量；

�� ——应进行水量计量的口门数量。

5.3.6 用水计量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正常，并接入市级用水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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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灌区管理

5.4.1 灌区管理指标含管理机制、水费收缴率、“两费”落实率、执行水价、灌溉用水量、工程管护、

节水宣传等 7个二级指标。

5.4.2 灌区应制定节水型灌区建设方案和灌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方案，且能够有效的推进和执行。

5.4.3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等4项机制建立健

全。

5.4.4 水费收缴率、“两费”落实率应按照DB32/T 1368-2023进行计算。

5.4.5 灌区执行水价应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或未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价，但已落实财政补贴且工程运维

经费有稳定保障。

5.4.6 灌区取得取水许可证。

5.4.7 灌区近3年平均灌溉用水量不应超过取水许可或分配用水量指标。

5.4.8 节水宣传是指定期开展节水宣传活动，灌区内群众了解节水常识，提高节水意识。

5.5 高质量发展

5.5.1 高质量发展包含生态化治理、智慧化管理2个二级指标。

5.5.2 生态化治理是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灌区用水效率的灌区节水项目建设。

5.5.3 智慧化管理是指与灌区节水相关的智慧决策系统、自动化监控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

5.6 附加指标

5.6.1 附加指标含创新引领、荣誉评价2个二级指标。

5.6.2 创新引领是指取得与灌区节水相关的科研项目、知识产权、著作、论文等创新性成果。

5.6.3 社会评价是指受到与灌区节水相关的市级及以上宣传媒体的良好报道或评价，荣誉称号是指获得

与灌区节水相关的市级及以上荣誉或奖项。

6 评价程序

6.1 评价程序分为申报、初审和考评三个环节。

6.2 灌区管理单位对照标准进行自评，自评得分在90分及以上的，向所在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

报书及申报支撑材料汇编，申报书详见附录A。
6.3 各辖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确认符合条件的，在申报书签署同意意见，向市

水利局推荐。

6.4 市水利局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进行考评（查看资料、现场核验、专家讨论），形成考评意见。

6.5 评价实行动态管理，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定期对已通过评价的节水型灌区进行抽检，对成果不能

巩固的，取消节水型灌区资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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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常州市节水型灌区申报书

常州市节水型灌区

申报书

（ 年度）

灌 区 名 称：

日常管理单位： （盖章）

推荐 部 门：

常州市水利局监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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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本表需打印，填写内容具体、真实，数据计算正确。

2. 本表须另附申报单位的自查总结、各项考核指标的计算依

据、证明材料、测试报告等，并装订成册。

3. 本表及有关附件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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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灌区名称 日常管理单位

负责人 详细地址

所在辖市、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计灌溉面积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水源类型 全年毛灌溉水量 万 m3

实际灌溉面积 亩均灌溉用水量 m3/亩

节水型灌区创建工作总结

（2000字左右，字体：仿宋体，字号：小四号，行间距：单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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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查情况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准分 自查分

一 工程设施

总体布置 6

灌溉供水保证率 5

灌溉设计保证率 6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5

工程配套率 6

工程完好率 6

二 用水管理

灌溉制度 6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7

灌溉用水定额 7

用水计量 6

三 灌区管理

管理机制 6

水费收缴率 4

“两费”落实率 4

执行水价 4

灌溉用水量 6

工程管护 3

节水宣传 3

四 高质量发展

生态化治理 4

智慧化管理 6

五 附加指标

创新引领 3

荣誉评价 2

合 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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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意见

辖市、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经初审， 灌区符合常州市节水型灌区建设标准，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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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评情况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准分 考评分

一 工程设施

总体布置 6

灌溉供水保证率 5

灌溉设计保证率 6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5

工程配套率 6

工程完好率 6

二 用水管理

灌溉制度 6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7

灌溉用水定额 7

用水计量 6

三 灌区管理

管理机制 6

水费收缴率 4

“两费”落实率 4

执行水价 4

灌溉用水量 6

工程管护 3

节水宣传 3

四 高质量发展

生态化治理 4

智慧化管理 6

五 附加指标

创新引领 3

荣誉评价 2

合 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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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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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评小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七、审批意见

根据《常州市节水型灌区评价标准》和考评小组考评意见，经研究，同意授予你单位“常州市节水

型灌区”称号。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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