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概况 

二、中国灌溉工程遗产情况 

三、保护与利用的意义 

四、如何保护利用 

  

 

汇 报 提 纲 



Agriculture cannot be made solely 

dependent on rains as it amounts to 

gambling with the nature. 
 

- Kauṭilya’s Arthshastra, 371 BC 



 追溯灌溉的历史，了解世界各地文明的演变。 

 

 收集世界各地的历史灌溉工程的信息，了解它们的重要成
就，并整理支撑这些工程能可持续发展独特特征； 

 

 学习可持续灌溉的哲学和智慧 

 

 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灌溉工程 



 工程必须超过100年历史; 

 工程类型属于以下几种类型之一: 

 水坝（主要用于灌溉功能） 

 蓄水工程, 

 拦河堰等引水工程, 

 渠系工程, 

 水车,  

 桔槔, 

 农业排水工程, 

 分为在用工程和不在用工程 

 



• 每年评选一批，共6批 

• 中国、日本、伊朗、埃及、意大
利、美国、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 

•  91项工程 

• 中国有19项 

 



申遗现场 



太湖溇港 

槎滩陂 

木兰陂 

通济堰 

它山堰 

诸暨桔槔井灌 

芍陂 

姜席堰 宁夏引黄古灌区 

黄鞠灌溉工程 

都江堰 

灵渠 

东风堰 

紫鹊界梯田 

汉中三堰 

郑国渠 

二. 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长渠 

河套灌区 

中国19处 

•  浙江（5）、陕西（2）、福建（2）、四川（2）、江西（2）、广西、湖南、
湖北、安徽、宁夏、 内蒙古 

•自公元前6世纪至17世纪，跨越2300年， 





始建11世纪，拒咸蓄淡工程，木兰
溪下游兴化平原得到开发 



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 

10世纪以来，人口快速增加，中原人口向南方

迁移，在此地修筑梯田，水梯田具有水土功能，
使得亚高山区发展农业同时维系较好的生态 





始建6世纪,10世纪时完善，
营造了浙江南部粮仓——

碧湖平原。大坝长275米，
底宽25米，顶宽2.5米。 



12世纪的水上立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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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它山堰 始建9世纪，拒咸蓄淡 



  浙江诸暨桔槔井灌工程 



诸暨桔槔井灌：公共规则下的分散自主式管理 

一丘田一口井，一般归一户所有，井及桔槔由农户自行建、用、修 
串过井：临近的2口井 

轮时井：2户及以上共同所有 

乡规民约 



   始建公元前246年，支撑了古代关中经济区关键工程。唐代中

国第一部水法《水部式》在这里诞生，至此官方管理与民间自
治成为灌溉工程两大管理体系，通过制度和文化紧密连接。 



始建公元937年，丘陵区山溪河
流引水工程 



太湖溇港 始于战国时期，形成

于唐宋，具有防洪、排涝、灌溉、
水运，以及水产、蚕桑养殖等综合
效益的水利工程体系，造就了富庶
的太湖平原 



水网区灌溉工程的典范：筑堤（太湖堤），
疏浚（开港）、营田形成的太湖溇港， 



宁夏引黄古灌区 

惠农渠龙王庙 

（雍正六年敕封） 

• 始建公元前2世纪，
与长城共同护卫西北
中国边疆 

• 多沙河流引水灌溉
的典范工程 



水工技术沿用千年 

卷埽技术    

草土围堰 



福建宁德黄鞠水利工程 

始建于公元613年，霍童溪两岸引水，左
岸琵琶洞，右岸龙腰渠。至今仍发挥农
业灌溉、生活供水、水力加工的功能。 



汉中三堰（公元1世纪） 

包括山河堰（今汉中市
石门水库灌区）、城固
县的五门堰、杨填堰 



都江堰，四川 

都江堰 

 

1908 

二王
庙 

   始建公元前256年，秦

并六国前的水利工程。水

利营造的成都经济区持续

繁荣2000年 



营造了成都平原河流水系，优化自然环境，造就了天府之国 

（光绪）四川成都水利
全图 



      始建公元前221年，沟通珠江和长江
运河 ，唐代就有诗关于灵渠灌溉的记载，

它是具有通航、灌溉、防洪、排涝和为
桂林漓江补水等多功能的完整的水利工
程体系 

灵渠 

















长渠（白起渠） 

  始建于公元前279年，宋

代就形成了长藤节瓜式的
灌区输配水工程。 



浙江龙游姜席堰 
 
 
 

始建14世纪，山区河流，无坝引水，灌溉
和城乡供水 



上堰—姜堰 

下堰—席堰 

低坝，维系了河流生态 



内蒙河套灌区 

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冲突地区，
历史上灌溉工程
多有兴废。 



灌
溉
渠
道
与
长
城 

沙漠与绿洲 



江西抚州千金陂 

现存的千金陂为明代天启年
间修建，长约1100米，顶宽
10余米。它是一个有着1200

多年历史的大型古水利工程 



引水工程 

蓄水工程 

提水工程 

特殊形式 

有坝引水 

无坝引水 

陂塘蓄水 

拒咸蓄淡 

桔槔/辘轳井灌 

水车提灌 

排水工程 

梯田 

溇港 

圩田 

··· 

··· 



古代灌溉工程传承至今，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

低影响开发、以水定需等理念，同时也传承了丰富的治水技术和

思想需要总结，对灌区现代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三、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意义  

1、挖掘工程的价值和理念 

高坡梯田技术 筑坝选址技术 



       

治水格言 

拱坝技术 

分水技术 



       

无坝引水 灌溉管理碑刻 

人工提水 水管理-都水官 水尺 



水准、水平测量工具，分水设施 



 水准、水平测量工具，分水、量水设施 



 隧洞断面施工 



2.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遗产地大多处于乡村，
自然环境优良，遗产保
护面临当前及未来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和大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威
胁，迫切需要增强环境
保护意识。 
 



3.乡村振兴，提高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 

中华文明的魂和根在农村 

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
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
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
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
产。 

     中共中央 国务院《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文化 

建设 

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 旅游 

农业 

转型升级 遗产 
保护利用 

 

 

四、灌溉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保护利用原则：古为今用，活态传承 

1、以遗产保护与工程安全为前提 

2、可持续利用原则-避免无序、过度开发 

3、保护遗产文化品牌，引导、规范相关产业发展 

4、点-线-面结合 

四、灌溉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保护对象类别： 

在用类历史工程 

非在用历史工程或遗址 

非工程类相关遗产 

 

 

四、灌溉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保护措施： 

设立遗产保护标识 

现状信息保存-建立遗产数据库和网络信息平台 

 基于现状，真实、全面、系统 

 档案保存，动态更新，管理平台 

 

四、灌溉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保护措施： 

建立遗产监测和风险防范体系 

 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古代堰坝进行监测、卫星遥感监测 

 灾害防治-洪水灾害 

 安全防范工程-完善防护设施，重点遗产建立报警系统和专题方案 

 除险加固，常规维修工程应注重遗产性态，水环境保护 

 实行监测巡视制度，建立监测体系并逐步实现自动化、网络化 

 做好监测记录，定期评估 

开展遗产科技文化价值挖掘和研究 

建立遗产管理制度及遗产保护法规 

四、灌溉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利用方式： 

1、水利功能可持续发挥 

水利功能的可持续发挥是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利用
的核心。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保障生态安
全、保护遗产环境为基础，通过对灌溉工程遗产
科学维护和管理，保障灌溉工程遗产的灌溉、供
水、生态等水利功能可持续发挥。保证灌溉水水
质安全，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四、灌溉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2、遗产文化品牌利用与旅游开发 

灌溉工程遗产是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品牌，应加
强相关品牌、商标的规范、保护，以及农产品、
文创产品等相关产业发展的引导与限制，开发遗
产地乡村旅游，使遗产文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发挥
作用，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遗产展示体系 

 网络展示 

 实体展示  场馆展示 

利用方式： 

3、遗产展示利用及社会服务 

 



4、做好社会宣传 

 建立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网站 

 做好宣传，提高民众遗产保护的自觉性 

 打造水利行业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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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