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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的区域数据统计,样点灌区选取、样点灌区测算、区域数据计算和

过程管理等多个方面选择指标,建立了区域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方

法,通过在某市的实践应用,科学评估了该市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水平为91.00分,证明了该指标

体系和评价方法的可行性,为提高测算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S607+.1  文献标识码：A 

 

Evaluation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regional irrigation 
water 

Zijiang Wang  Hujun Shang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Northwest A＆F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lects indicator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regional data statistics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selection of sample irrigation areas, calculation of sample irrigation areas, 

calculation of regional data, and process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regional irrigation 

water. Through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a certain city,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calculation level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that city is 91.00 points, prov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and proposing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alcul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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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节水是我国节水事业的重要环节[1]。

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灌溉效率指标体系上建立

灌溉用水效率指标体系及相关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

多研究[2-3]。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作为灌溉效率的重要指标,其

测算工作在我国已开展多年,为科学节水灌溉提供了不小帮

助[4-5]。我国目前主要采用首尾测算法进行测算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6],但是目前缺乏对其测算工作的合理评价方法[7]。本文建

立合理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综

合评价。  

1 测算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国内已有一些对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的评价方法

研究,但是其指标选取要么偏向技术方面,要么偏向工作方面,

缺乏结合两方面的完善的科学综合指标体系。根据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测算流程和方法,对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点。 

区域数据统计：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的前提就是有

可靠全面的区域数据。主要评估指标包括：数据分类完整程度、

数据来源可靠程度、关键数据完整程度、参考数据完整程度。 

样点灌区选取：选取样点灌区时需要按照灌区的规模和水

源类型进行选取。要求选取的灌区具有代表性、稳定性和合理

性[8]。主要评估指标包括：样点灌区规模匹配度样点灌区用水

效果匹配度、样点灌区节水工程匹配度、样点灌区分布合理度、

样点灌区规模满足度、样点灌区类型满足度、样点灌区调整比

例、样点灌区系数异常比。 

样点灌区测算：样点灌区测算时要求样点灌区收集的数据完

整、数据正常,其次测算方法可靠[9]。主要评估指标包括：样点灌

区测算科学性、样点灌区测算完整性、样点灌区测算可靠性。 

区域数据计算：在收集完数据,计算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后,需要以点到面对区域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计算。

主要评估指标包括：区域灌溉是有效利用系数计算可靠性、测

算报告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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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管理是指在区域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时涉及到的

组织和管理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评估指标：行政管理

力度、技术支撑力度、经费支持力度、指导与培训力度。 

2 权重及评价标准 

2.1指标量化 

在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过程中,多数指标属定量指标,

可以通过测算过程收集统计,部分指标属定性指标,难以确定数

值,需要进行量化。对于这些指标可以采用模糊评价法,建立对

应指标的隶属度。其中指标评语集如下V=﹛V1(很好),V2(较

好),V3(一般),V4(较差),V5(很差)﹜,评语集对应的标准隶属

度U=﹛1.0,0.8,0.6,0.4,0.2﹜ 

收集数据时,各个评价指标通常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

为了方便指标的计算,必须对指标进行处理。采用同比缩放法,

消除指标量纲和数量级,处理后指标At∈[0,1]。计算方法如下： ݐܣ = ݔܽ݉ܣ́݅ܣ # 1
 

式中,At为经过处理后的指标值, ݅ܣ 为第i个指标,Amax为原

指标最大值。 

2.2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常用的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本文采用

多名专家评分,降低个人主观影响,同时采用模糊评价法,对部

分难以界定的指标进行科学评价[10]。 

(1)建立区域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评价

指标体系见表1 

(2)构造判断矩阵,确定综合指标权重。判断矩阵是层次分

析法的基本信息,也是进行相对比较计算的重要依据。构造两两

比较判断矩阵时,采用标度法判断重要度。为了保证评价结果地

合理性,在使用层次分析法时,需要对检验判断指标的一致性。

一致性比例CR<0.10可以认为判断矩阵有满意的一致性,权数分

配是合理的,否则需要进一步调整判断矩阵并重新计算。采用15

位专家进行打分,取其打分平均值构造判断矩阵 

经过一致性检验,指标均符合满足一致性比例CR<0.10可以

认为判断矩阵有满意的一致性,权数分配合理。经过计算,各个

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2.3评价标准 

通过对各个指标的分析,按照其对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

表1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区域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测算成

效评价

区域数据统计

E110
13.87%

数据分类完整程度E111 2.58%

数据来源可靠程度E112 4.09%

关键数据完整程度E113 4.80%

参考数据完整程度E114 2.40%

样点灌区选择

E120
26.44%

样点灌区代表性E121 10.24%

样点灌区合理性E122 9.20%

样点灌区稳定性E123 7.00%

样点灌区测算

E130
34.56%

样点灌区测算科学性E131 12.86%

样点灌区数据完整性E132 11.21%

样点灌区数据可靠性E133 10.49%

区域分析计算

E140
14.66%

区域系数计算方法科学度E141 7.38%

测算报告质量E142 7.27%

过程管理评价

E150
10.47%

行政管理力度E151 1.61%

技术支撑力度E152 2.79%

经费支持力度E153 3.23%

指导与培训力度E154 2.84%

表 2 某市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评价结果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准则层得分 目标层

区域数据统计 13.87% 84.74

91.00

样点灌区选择 26.44% 85.30

样点灌区测算 34.56% 100.00

区域分析计算 14.66% 100.00

过程管理 10.47% 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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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工作的影响程度,按照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的标准,给

出各个指标的评价标准。 

3 实践应用 

3.1数据收集 

通过收集往年省市统计资料,结合本市当年水利年报、各县

区上报资料以及其它有关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部分数据

则采用历年统计资料及水利普查资料进行推算。 

3.2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获得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对各个指标进

行赋分,最终结果如下。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样点灌区测算过程和区域分析计算

过程得分较高,而过程管理得分仅有71.42,管理部分有所不足,

分析原因是当年缺少足够的培训和现场指导.样点灌区选择环

节一般比较重要,该环节得分只有85.30分,原因是缺乏对纯井

灌区的选择,而区域数据统计得分为84.74分的原因是条件限制,

难以获取足够精确的区域灌溉数据。 

4 结语 

(1)本文初步探讨了影响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的

因素,提出从区域数据统计,样点灌区选取、样点灌区测算、区

域数据计算、过程管理五方面,兼顾技术管理指标选取。 

(2)本文选取了17个评价指标,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初

步建立了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评价体系。并计划采用模糊

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使用判断矩阵,给出了一个

综合指标评价标准。 

(3)本文收集了某市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数据,并应

用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评价,发现得分为

91分,结果很好。准则层中有部分指标还有不足,建议加强纯井

灌区的选取和加大培训和指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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