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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思路探讨

马 强
长江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业发展对

淡水资源的需求量较高，如果没有做好针对性的淡水资源调控，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水源浪费。我国地大物博，水资源

丰富，在不同地区的淡水资源供给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南多北少。如何节省淡水资源，高效的利用淡水资源，已经成

为农业生产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今后农田水利工程建造过程中，需要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充分应用其中，提高淡水

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淡水资源的高效供给，科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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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农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农业农村现代化是

我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农

业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其中水资源的使用便

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十分重要且迫切。由于我国地大物博，不同的环境、

地貌、气候等因素，致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不能一概而

论，有些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实用性强、适用性高，但有

些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还存在不足、存在短板[1]。

1 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的重要性分析

在当前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对资源需求日益增

加，伴随着各类先进技术应用，人们对资源的利用率也

不断提高。淡水资源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

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当前，水

资源污染问题不容忽视，需要促使人们意识到节水的重

要性和意义，因为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一旦出现，必

然会给我们的生存带来影响，因此，采用科学合理的节

水方法是重要的。农业发展的过程离不开水资源，尤其

是农业灌溉需要大量的淡水资源。为了保证农业能够持

续发展，实现绿色发展，应加大宣传的力度，呼吁社会

甚至全人类参与到水资源保护上来，避免出现水资源危

机。目前，中国农业生产主要的灌溉方式为井灌，不仅

会造成大量水资源浪费，还会对地下水的自动循环也产

生严重影响，所以在灌溉的过程中，需要对灌溉存在的

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以达到节水目的。

2 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种类

2.1  微灌技术
微灌也是现阶段常用的高效节能灌溉技术之一，微

灌节水技术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并且可以结合作物生

长的情况对被灌溉区域的输水管道进行合理的设计，将

灌水器安装于周边环境中，确保所有作物可以获得所需

的水分。同时，为了保证农作物生长的营养素和肥料可

以被更好地吸收，可以将其放在农作物管道的根部。相

比于其他灌溉技术，微灌技术的节水效果更好，并且不

会出现漏水的现象，同时还可以减少由于蒸发导致的水

资源浪费现象。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可以对微灌

系统进行优化和改进，发挥微灌技术应用的最大优势[2]。

2.2  滴灌技术
滴灌技术，即一种用水滴形式向土壤浇水的常用灌

溉方式。将具有一定压力的水，过滤后从管网或出水管

道以水滴的方式缓慢而均匀地滴入植物根部附近土壤，

达到灌溉的目的。省时、省水、省力是滴灌技术的3大优
势，然而农作物的耕种面积通常较大，要想灌溉到所有

的农作物，必须实现根根到位，工程成本相对较高。因

此，滴灌技术常被用于极度缺水的干旱地区，能够实现

95的水资源利用率。但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滴头容易
结垢堵塞，这就对设备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滴灌可

以分为固定式、半固定式和移动式3种类型。固定式滴灌
就是将各级管道和滴头的位置固定在某处进行灌溉，省

时省工，滴水效果好；半固定式滴灌，即将干、支管道

固定，毛管则人为地进行移动；移动式滴灌，即各级管

道均为人工移动。

2.3  喷灌技术
喷灌技术是一种很普遍的实用技术，其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节约了水资源，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环境效益。喷灌技

术实际上就是在机械压力的作用下，在作物的表面均匀地

喷洒水分，喷灌技术的应用过程当中，可以根据作物的需

要，能够有效地避免出现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喷灌技术

还可以对土壤的透气性进行有效调整，为作物的健康生长

发挥一定的作用，技术的综合利用效果非常显著，是目前

国内最具有潜力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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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渠道防渗漏技术
高效率输送水资源是农田水利建设的关键所在。在

输送水资源过程中，要着重注意输送效率及防渗漏。对

此，相关工作人员在水运输过程中引入防渗技术，保

证水资源输送质量，避免水资源渗漏而导致浪费。渠道

防渗漏技术是在建设传统水渠的基础上，从沥青护面、

砖衬砌、三合土、混凝土、塑料薄膜等方面进行重点防

渗改造，有效避免了渗漏问题的出现。采用渠道防渗技

术，可有效降低水资源的耗损量，使得渠道水的利用系

数提高到 0.6～0.85，是一种高效的节水灌溉技术。
2.5  低压灌溉技术
低压灌溉技术就是利用低压管道来代替渠道灌溉的

一种节水灌溉方法，水在运行过程中管道压力一般控制

在0.2兆帕以下该种技术应用成本相对较低，并且管道可
以采用普通的硬塑料管或者软塑料管的材料，造价相对

较低，同时低压管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不会对管道造成严

重的危害，目前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都在推广应用低压管

道灌溉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灌溉效益[3]。低压管道技术在

应用过程中应该综合考量当前的地势要求，通常适合在

地势相对较为平坦的地带运行，而对于山区地区或者坡

地通常不适合采用该种方法。低压管道灌溉技术可以大

大提高淡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管道形式对水资源进

行有效的输送灌溉，一方面减少了水分蒸发的作用，同

时也能够防止水的过度渗透，极大的节约了淡水资源，

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能够改进传统渠道灌

溉方式的缺陷。另外通过推广应用低压灌溉技术能够大

大节约电力消耗。由于在灌溉过程中节约了大量的淡水

资源，更多的耕地能够被灌溉，同样的水电消耗情况

下，低压灌溉技术能够节约大量的电能。另外低压管道

灌溉技术与其他普通灌溉技术不同，它能够节约土地资

源，减少施工面积，增加单位面积内的农作物的种植数

量，促进农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并且在施工建设过程中

成本投入相对较低，施工周期相对较短，最重要的是各

项资源都能够得到重复的利用。

3 农田水利灌溉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水利配套设施不完善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各不相同，所以对于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其难度和

投资也千差万别，部分水利工程修建甚至需要在山区

开展，所以一些地区的水利配套设施不完善。另外，西

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特别是甘肃地区，处

于黄土高原，工程建设投资较大，水利配套设施项目在

实施过程中，面临复杂的环境条件，多数工程最后由于

经费投入不足，难以顺利完成。尽管甘肃地区已经建设

了景电工程，但处于末端的农业生产区，渠道等辅助设

施建设质量较差或者缺少，水利资源利用效率无法有效

提高，比如，渠道或者输水管道建设采用混凝土来做内

衬，长时间使用之后往往会产生管道坍塌的现象，同

时，还会造成管道的水资源效率下降，使得水利工程节

水的目的不能得以实现。

3.2  灌溉技术存在落后性
目前，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使用的灌溉技

术相对落后，并且大多数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相对粗糙，

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的水平比较低，对灌溉技术的使用不够重视，导致水资

源被浪费。同时，水利工程相关部门对高效节水灌溉设

备的更新重视力度比较低，没有结合农业发展的整体情

况对灌溉设备进行调整，直接降低了节水效率。农田水

利灌溉技术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

决，不利于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综合使用，进而影响农

田产量的切实提高。

3.3  缺乏完善的高效节水灌溉管理
当前，中国农业的灌溉手段以自流灌溉为主。这种

方式的水资源利用率较低，会消耗大量水资源。而高效

节水灌溉要求一定的设备，这是现有农业中有所缺失的

部分。完善的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可以更好地改善农业浇

灌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此外，农业作业中需要翻动、

挖掘农田，对于开展自流灌溉的水稻田来说，翻动会导

致农田上沿水资源的外溢，对农作物的生长效率有所影

响。近年来，中国农业逐渐向可持续方向发展，也逐渐

开展了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然而，与之而来的是高

效节水灌溉管理的问题。当地的节水管控的规划不够完

善，成本投入不足，使得灌溉设施难以推进，无法实现

节水发展。

4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的对策

分析

4.1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需要着重加强

基础配套项目的规划建设，即在基础配套的过程中有所

规划、有所注重。首先，建立了完备的农田水利工程浇

灌基础建设的规划体系，在具体的工程实施过程中严格

的遵照规划实施，以减少不必要工程成本。同时，还要

有可行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即根据各个区域的自然

状况实施具体的基础设施工程，使其在实施的过程中能

够更充分的利用当地地理优势。

4.2  建设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凸显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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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开展的过程中，为了

展示节水灌溉技术的优势，可以从各个不同的环节出

发，建设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充分找出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的优势，从而做好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相关的管理人员应该遵循高效

节水灌溉的基本原则，选择合适的位置建立示范工程。

加大对示范工程的管理力度，结合种植农作物的生长习

性等，做好农作物的管理工作。同时，结合农作物的生

长特点科学合理地选择节水灌溉技术，保障农作物健康

生长。农业节水灌溉示范工程对于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

使用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示范工程，农户可以了解不

同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的效果，并且认识到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应用的诸多优势，在日常种植的过程中科学合

理选择使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一般情况下，节水灌溉

示范工程选择建立在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这样更能

够凸显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优势，扩大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的适用范围。

4.3  拓宽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然而

农业工作者的收入本就微薄，仅靠农户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应当发展更多的资金渠道，积极筹备资金。首

先应当做好项目的规划，设计出具有竞争性的项目，吸

引上级项目进行投资。再者，相关部门应当根据政策进

行补贴，比如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供部分资金供给农田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开展，并对这一工程的实施进行奖

励，争取财政支持。此外，当地乡镇政府也应当拨出部

分资金服务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可以通过补助手段改

善农业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最后，还可以加大信贷投

入。资金的投入应当政府作为主导，而农业工作者出资

出劳，并由社会资金作为补充，形成多元化的资金体

系，同时应当对资金投入机制进行把控管理，将资金利

用到实处，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4.4  完善高效节水灌溉管理机制，落实维护工作
首先，应结合当前农田水利灌溉现状和问题，进一

步完善高效节水灌溉管理机制，并加快推动渠道防渗工

程等节水工程项目建设。通过充分发挥高效节水灌溉管

理机制作用，将高效节水灌溉管理责任和任务落实到每

一个人，提高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溉管理效率和质量。

此外，要强化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工作，结合水利设施使

用情况有计划地落实维护工作，成立专门巡查队伍，定

期对水泵、蓄水池、阀门、计量表等设施进行巡查，及

时发现并维修出现缺陷的水利设施设备，确保水利灌溉

工程节水设施的正常使用。

4.5  有效提升群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当前，基层管理机关因为工作人员和办公费用的双

重紧缺等现实问题，对田间水利工程浇灌管理宣传工作

不够深入，导致许多农户对田间水利工程浇灌技术的

认识较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田间水力浇灌工作

的顺利发展。为此，有关机关可以在其管辖区域内，主

动举办田间水利工程浇灌知识讲座，以充分调动广大农

户参加田间水利工程浇灌的积极性，并促使农民认识到

水利灌溉重要性。具体可从如下方面做好宣传工作：一

方面，紧密结合各个村镇等的基层用水状况组建农村浇

灌用水协会，为农民创造了主动参加农水浇灌管理活动

的机会，进入过程或管理环节后如果出现了重大困难问

题，也要及早提出挽救对策；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农

田水利浇灌经验，主动建立了准确的科学管理目标，从

而积极地促进灌溉工作事业稳定健康发展，同时推动地

方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灌溉工程发挥更大的经济效

益，并反哺给当地农民，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激发农

民的工作积极性。

结束语：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农业

经济占主导地位。我国是农业大国，传统的灌溉技术使

用的过程中水资源浪费得比较多，并且农作物不能获得

充足的水分。基于此，应该加大力度推广使用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结合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以及地区农业发展的

趋势，科学合理选择使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水资

源的浪费量，推动我国农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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