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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引调水工程取水方案及线路比选
颜　婷

（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72）

摘　要　引调水工程在农田灌溉、城市供水、工业生产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设计引调水工程水源及路线方

案时，需要考虑地形地势、水源分布、建设条件、输水长度、施工难度、工程投资等因素，从而确定最佳的引水

工程线路布置，本文以某大型引调水工程为例进行了引水工程取水方案比较以及线路选择，初探引调水工程的发

展趋势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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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引调水工程取水方案及线路的比选工作，是

确保工程设计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关键步骤。

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工程的技术细节，还关系到工程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比选，才

能确定最佳方案，确保引调水工程的顺利实施和运行。

因此，在进行大型引调水工程设计时，必须认真对取

水方案及线路进行比选，线路的长度需要尽量缩短，

以减少输水时的阻力和能耗，降低工程投资。鉴于此，

本文结合实例针对大型引调水工程取水方案及线路必

选进行研究，以期为类似工程积累经验。

1 引调水工程路线方案设计及渠道布置的基

本原则

引水工程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

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调配，还涉及工程建设的可行性、

经济性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在进行引水工程路线

方案设计及渠道布置时，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在选择引水工程的路线时，首先要全面考虑地

形地势和水资源的分布情况。理想的路线是既能最大

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势促进水流，又能有效地连接水源

和用水点。干渠和支渠的布置应尽量沿等高线或分水

岭进行，以减少工程对地形的改造和对环境的影响。

斗渠的布置则应考虑与等高线交叉，以便有效地跨越

地形低洼或障碍物。

2.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功能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

工程投资和施工难度。这意味着在设计过程中要力求

渠线的长度最短、线形最平顺，尽量避免大量的深挖

和高填作业。同时，应避免渠道穿越城镇、村庄和工

矿企业区域。如果无法避免，那么必须采取相应的安

全防护措施，以保障工程施工和运行的安全。

3.在整个工程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工程运

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避免引水工程对环境和周边社

区造成不良影响。这就要求在渠系建筑物的选址和设

计上，应避开地质条件不良的段落。对于无法避开的

地段，应采取适宜的布置型式和地基处理措施，以确

保工程的长期稳定性和安全性。

4.在规划和设计引水工程时，应优先考虑现有水

利设施的利用，以及对水资源的合理调配和有效利用，

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同时，应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避免因工程建设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和水资源污染。[1-4]

2 工程概况

本文以某大型引调水工程引水线路设计为例，对

水源及线路的选择进行比选设计。

该大型引调水工程以城乡生活生产供水、农业灌

溉用水为主，并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创造条件。渠首

引水流量大于 50m3/s，年引水流量大于 10亿 m3，灌溉

面积大于 150万亩，工程等别属于 I等，工程规模为

大（I）型，引水工程由进水口、输水线路、调蓄水库

等组成。

3 引水工程取水水源及线路方案比选

3.1 水源选择

该工程拟用单水源集中水源供水方案，解决渠道

全供区的缺水问题，本着“节水优先”“先当地、后

外水”“优先挖潜、适当开源”等原则，按照“从内到外、

由近及远”的顺序，拟定如下水源方案：

1.电站 A取水方案：该取水水源取自电站 A，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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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总干线自西向东分别跨江 A、江 B后分多条干线控制

引调水工程全部供水区。

2.电站 B取水方案：该取水水源取自电站 B，输

水总干线自西向东在某地区分水后，北干线继续向东，

分别跨江A、江B后，分干线控制引调水工程全部供水区。

3.水源选择：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势角度分

析，电站 A取水口的优势在于控制高程明显较优，具

备自流为水库充水的条件；但从工程投资分析，电站 A

取水口最大可引水量低于电站 B取水口，需通过建设

更多的水源区水库工程调蓄来达到同样的供水规模，

预计水库部分投资需相应增大；从发电影响的角度来

分析，电站 B取水口影响电量明显低于电站 A取水口。

综合各方面因素来考虑，电站 B取水口相对较优，进

一步比选需结合引水路线布局。

3.2 引水工程线路方案比选

引水工程线路选择是整个引水工程方案设计的核

心内容。在选择引水工程线路时，需要综合考虑地形

地势、水资源分布、工程投资、施工难度等因素。对

该引水工程供水区地形条件进行分析，工程供水区整

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水源工程位于供水区以西，

整体总干线走向为自西向东延伸，结合上述水源方案，

引水工程输水线路拟定如下。

3.2.1 电站 A取水方案输水线路

拟定总干线1条，总干线全长269.68km，干线3条，其

中，干线 1长 98.7km，干线 2长 41.03km，干线 3长 106.49

km，其余分干线、支线及充水支线合计 703.35km，输水线

路总长 1219.25km。

3.2.2 电站 B取水方案输水线路

拟定总干线 1条：总干线全长：225.91km.干线 4条，

其中北干线长 40.5km，南干线长 98.7km，干线 3长 41.03

km，干线 4长 106.49km，分干线、支线及充水支线合计

608.22km，输水线路总长 1120.83km。

3.2.3 线路比选

1.输水线路建设条件。电站 A取水线路方案隧洞

进口埋深大，可能存在软岩变形、地下水丰富、水头

高的地质问题，遇断层可能突泥涌水，过灌口组地层

有钙芒硝，存在地下水硫酸盐腐蚀性问题。

电站 B取水线路方案隧洞经过含钙芒地层，硝硫

酸盐腐蚀性问题仅在过江 A倒虹吸处较突出。后段存

在碳酸盐岩的突泥突水；穿江 A、江 B底隧洞的涌水及

围岩稳定问题。[5-8]从建设条件来看，电站 B取水方案

线路建设条件相对较优。

2.输水线路总体长度。电站 A取水方案输水线路总

长 1219.23km；电站 B取水方案输水线路总长 1120.83km；

两个方案差异不大。

3.施工难度。电站 A取水方案主体工程施工：总

干线前段隧洞采掘进机施工；穿江倒虹管采用盾构机

施工，对施工工艺要求较高。电站 B取水方案主体工

程施工：穿江倒虹管采用盾构机施工，对施工工艺要

求同样较高，两个方案施工难度相当。[9]

4.工程投资。从工程投资角度分析，电站 B取水

方案投资最少，电站 A取水方案投资较高。

4 结论

电站 A取水方案最大的优势为引水高程较高，总

干线上调蓄库容大，并可以自流为整个供水区配水，

劣势为线路布置隧洞投资大，同时影响的电站梯级较

多，工程总投资大，电站 B取水方案最大的优势为最

大可引水量总体较电站 A取水方案引水多，影响的电

站梯级较少，工程总投资相对较少；从输水线路长度、

工程投资、建设条件、施工难度等方面综合比较，电

站 B取水方案下的线路布置要优于电站 A取水方案。

引水工程路线方案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综合

考虑地形地势、水资源分布、工程投资、施工难度等

因素，从而确定最佳的引水工程路线。通过合理的引

水工程路线方案设计，可以提高工程的经济性和可行

性，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10]

5 我国引调水工程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引调水工程作为解决我国地区间水资源分布不均

衡的重要手段，发展前景广阔。

未来，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调水工程在

我国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首先，未来引调水工程将更加注重节约用水。随

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水

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未来的引调水工

程将更加注重节约用水，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这包括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高效节水措施，如雨

水收集、废水再利用等，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水资源

的消耗。同时，引调水工程还需要通过科学的水资源

调度和管理，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这包括根

据各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用水需求，制定合理的水资源调

配方案，以满足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需求。[11]

其次，引调水工程将更加智能化。未来，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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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的引调水工

程将更加智能化。通过运用这些先进技术，可以实现

更加精准的水资源调度和管理。例如，通过实时监测

水质、水量等数据，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水资源利用

中的问题，确保水资源的安全和稳定供应。此外，智

能化技术还可以帮助引调水工程实现自动化运行和维

护，提高工程的安全性和效率。例如，通过自动化控

制系统，可以实现对水泵、阀门等设备的远程监控和

控制，确保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引调水工程将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在

引调水工程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问题。未来的引调水工程将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恢复。在引调水工程的规划和设计中，将充分

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特点，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未来我国引调水

工程的发展趋势是节约用水、智能化和生态化。只有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实现引调水工程的长远发

展目标，为我国水资源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同时，引调水工程还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

当地的生态环境。例如，通过建设生态湿地、植树造

林等方式，可以有效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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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引水工程取水水源及线路方案比选表

项目
取水方案

结论
电站 A取水方案 电站 B取水方案

输水线路

输水干线

长度（km）
515.9 512.63 电站 A取水方案输水线

路总长 1219.23km；电站

B取水方案输水线路总长

1120.83km；电站 B取水

方案线路长度更短，但两

个方案差异不大

输水支线及冲

水渠长度（km）
703.35 608.22

输水线路总

长度（km）
1219.25 1120.85

输水线路控制

流量（m3/s)
取水口 135 135

取水水源流量

无明显差别

建设条件 地质制约因素

隧洞进口埋深大，可能存在软

岩变形、地下水丰富、水头高

的地质问题，遇断层可能突泥

涌水，过灌口组地层有钙芒硝，

存在地下水硫酸盐腐蚀性问题

隧洞经过含钙芒地层，硝

硫酸盐腐蚀性问题仅在过

江 A倒虹吸处较突出。后

段存在碳酸盐岩的突泥突

水；穿江 A、江 B底隧洞

的涌水及围岩稳定问题

电站 B取水方案线路

建设条件较优

施工难度

主体工程施工：总干线前段隧

洞采掘进机施工；穿江倒虹管

采用盾构机施工，对施工工艺

要求较高

主体工程施工：穿江倒虹

管采用盾构机施工，对施

工工艺要求同样较高

两个方案施工难度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