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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规划设计存在问题与措施

寇超群
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摘�要：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规划设计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系统性水资源评价、灌

溉方式落后、缺乏灌溉用水管理、缺乏技术创新等。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如合理设计灌溉

系统的规模和布局、采用先进的灌溉设备和技术、建立完善的灌溉用水管理制度、加强技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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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工程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节

水灌溉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措施。然而，在

当前的灌溉系统规划设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

系统性水资源评价、灌溉方式落后、缺乏灌溉用水管理

技术创新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灌溉用水的效率和质

量，还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系统性的水资源评价
在规划设计阶段，对当地水资源的实际情况了解不

足，无法为灌溉系统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在一

些地区，规划设计人员可能只考虑了浅层地下水或地

表水，而忽略了深层地下水或地下溶洞等其他水源的存

在，这可能导致灌溉系统的设计不合理，无法满足农田

灌溉的需要。此外，缺乏对水资源总量的准确评估会导

致无法确定当地水资源的可利用量和可分配量。这可能

使得灌溉系统的设计过大或过小，导致水资源的浪费或

不足。例如，如果灌溉系统的设计过大，会导致水资源

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造成浪费；而如果灌溉系统的设计

过小，则无法满足农田灌溉的需求，影响农业生产[1]。且

缺乏对水资源可利用量和可分配量的准确评估还会导致

灌溉系统的设计不合理，水资源分配不均。这可能使得

部分农田得到过量的水资源，而其他农田则无法得到充

分灌溉，影响灌溉效果和农业生产。例如，如果灌溉系

统的设计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块的水资源需求差异，则可

能导致部分地块的水资源过多或过少，都会对农作物的

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1.2  灌溉方式落后
传统的灌溉方式如大水漫灌等往往会导致水资源的

浪费。大水漫灌是一种大面积的浇水方式，它需要大量

的水才能覆盖整个田地。这种方式往往会造成水资源

的浪费，因为有很多水会流到不需要灌溉的地方，而且

蒸发掉的水分也会很多。相比之下，节水灌溉方式如滴

灌和喷灌等可以将水直接送到作物的根部，减少水分的

蒸发和流失，从而节省水资源。此外，传统的灌溉方式

还可能导致土壤盐碱化等问题。大水漫灌会将水直接冲

刷到土壤表面，使土壤中的盐分被冲走，导致土壤盐碱

化。而节水灌溉方式则可以将水直接送到作物的根部，

减少水对土壤的冲刷，从而避免土壤盐碱化等问题。尽

管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滴灌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但普及程度和实施效果还有待提高。滴灌和喷灌等节水

灌溉方式需要一定的投资和技术支持，很多地方由于资

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难以推广这些先进的灌溉方

式。因此，需要加大对节水灌溉方式的宣传和推广力

度，提高普及程度和实施效果，从而更好地促进节水农

业的发展。

2��水利工程节水灌溉工程规划设计的措施

2.1  进行全面的水资源评价
（1）对当地的水资源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包括了解

当地的水资源总量、可利用量和可分配量，以及不同水

源的分布情况。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查阅相关的地质、水

文和气象资料来获取。同时，我们还需要对当地的气

候、地形、土壤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以便为灌溉系统

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2）还需要考虑到灌溉系统的
设计应该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例如灌溉系统的规模和

布局应该根据当地的地形和土地利用情况进行设计。此

外，需要对不同地块的水资源需求进行科学评估，以便

在灌溉系统的设计中更好地满足不同地块的需求。这可

以减少部分地块水资源的浪费或不足的现象，提高灌溉

效果和农业生产。（3）制定出合理的水资源利用策略。
这包括合理安排灌溉时间、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灌溉方

式和技术、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等。通过这些措施，

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提高农业生产

效益。（4）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这包括加强
对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提高灌溉用水的效率；



2023� 第4卷�第18期·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150

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防止水源地的污染和破坏；加强

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

等。（5）还需要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提高农民的节
水意识。让农民认识到节水的重要性，学会合理利用水

资源，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水资

源的浪费，还可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农业生产

效益。

2.2  优化灌溉系统设计
（1）需要合理规划灌区。灌区规划是整个灌溉系统

设计的首要环节，需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水资源条

件和作物生长需求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在规划过程

中，需要结合实际需求，选择适宜的灌溉方式和设备，

并根据地形地貌和水资源条件，合理确定灌区的范围和

布局。例如，在山区或丘陵地区，灌区应采用滴灌或喷

灌等节水灌溉方式，以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同时避

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在平原地区，灌区应采用微喷

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以确保充分满足作物生长需

求。（2）需要采用先进的灌溉设备和技术。传统的灌溉
方式如大水漫灌等往往会导致水资源浪费和土壤盐碱化

等问题。因此，采用先进的灌溉设备和技术势在必行。

例如，喷灌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可以通过精准控制灌

溉水量和时间，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流失，提高灌溉效

率。同时，微喷灌和滴灌等灌溉方式可以将水直接输送

到作物的根部，避免对土壤表面的冲刷，从而减少土壤

盐碱化等问题。此外，还可以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

化控制系统，实现对灌溉用水的实时监测和控制，确保

灌溉的精准度和有效性[2]。（3）需要合理设计灌溉渠道
和管道。灌溉渠道和管道是整个灌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直接关系到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作物的生长情况。

因此，在设计中应尽可能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水量损失和

渗漏，提高灌溉用水的利用率。例如，可以采用U型渠道
和防渗材料等措施来减少渗漏损失。同时，可以考虑将

灌溉渠道和管道与农田水利工程结合起来，实现水资源

的综合利用。例如，可以在灌溉渠道中建设沉淀池和水

闸等设施，实现对水资源的净化、调节和分配。此外，

还可以考虑采用智能水表等设备实现对用水量的精确计

量和控制，从而更好地管理和维护整个灌溉系统。

2.3  提高灌溉用水管理水平
（1）需要建立完善的灌溉用水管理制度。制度是保

障灌溉用水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包括制定科学

的灌溉计划和用水计划，明确灌溉用水的调度和管理责

任，实现对灌溉用水的全面控制和管理。在制定灌溉计

划和用水计划时，需要综合考虑作物生长需求、水资源

状况、气象条件等多种因素，科学合理地安排灌溉时间

和水量，避免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同时，需要明确各

级管理人员和用户的职责和权利，建立完善的用水申报

和审批制度，以及用水计量和监测制度，确保灌溉用水

的有效管理和利用。（2）需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节
水灌溉技术是提高灌溉效率、减少灌溉用水量的重要手

段。包括喷灌、滴灌、微喷灌等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

可以精准控制灌溉水量和时间，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流

失，提高灌溉效率，避免土壤盐碱化等问题。例如，喷

灌技术可以通过喷头将水喷洒到作物的叶面和根部，使

作物得到充足的水分，同时避免了对土壤的破坏和盐碱

化等问题。滴灌技术则可以将水直接输送到作物的根

部，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流失，提高灌溉效率。因此，需

要加大力度推广这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用

水的管理水平和效率。（3）需要加强灌溉用水计量和监
测。对灌溉用水进行科学统计和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

灌溉用水浪费问题。通过安装水表等计量设备实现对用

水量的精确计量和控制，避免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同

时，需要建立完善的水质监测体系，对灌溉用水的水质

进行检测和分析，保证灌溉用水的质量和安全。此外，

还需要加强对输水渠道和管道的巡查和维护，及时发现

和解决渗漏和偷水等问题，保证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和

管理。

2.4  加强技术研究
（1）需要加大对节水灌溉技术的研究力度。由于不

同地区的气候、地形和水资源条件不同，因此需要针对

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例

如，针对北方地区的季节性缺水问题，可以研发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和设备，如微喷灌、滴灌等，以保障农业生

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需要加强对节水灌溉技

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优化灌溉系统设计、材

料研发、设备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提高灌溉效率和

质量。（2）需要加强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与科
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可以促进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和创

新，提高灌溉效率和质量。例如，可以共同研究节水灌

溉技术的关键技术和应用效果，探索适应不同地区的灌

溉模式和技术方案。同时，可以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开

设节水灌溉技术课程和培训，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和管

理人才，提高灌溉用水管理水平和技术人员的技能水

平。此外，还可以通过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共同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促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

2.5  加强管理维护
（1）需要建立健全水利工程管理制度。制度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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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水利

工程的正常运行和减少漏水损失。例如，可以制定严格

的水利工程巡查制度，定期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检查和

维护，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同时，

可以建立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制度，对水利工程的运行和

维护情况进行记录和分析，及时了解和掌握水利工程的

使用情况和需求，为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提供数据支持。

（2）需要加强巡查和维护。巡查和维护是保证水利工程
正常运行和减少漏水损失的关键措施。通过加强巡查和

维护，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水利工程设施出现的问题和

故障，避免因设备损坏、老化等原因导致的漏水问题。

例如，可以建立专业的巡查和维护队伍，对水利工程设

施进行定期的检查、保养、维修和更换，确保设备的正

常运行和使用寿命[3]。同时，可以加强与用户和村民的

沟通和联系，鼓励他们参与到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护中

来，提高巡查和维护的效率和效果。（3）需要及时处理
漏水问题。漏水问题不仅会直接影响到灌溉用水的有效

利用，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因此，一旦发现漏

水问题，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处理。例如，可以建立

专业的应急抢修队伍，对漏水问题进行及时的抢修和处

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和安全隐患。同时，需要对漏

水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找出原因和症结所在，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2.6  建立节水灌溉管理制度
（1）制定科学合理的节水灌溉发展规划。在规划

中，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状况、农业生产需求、生态环境

承载能力等因素，确定节水灌溉的总体目标、任务和措

施。同时，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

力，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2）应加大财政投入支持节
水灌溉工程建设。节水灌溉工程投资大、周期长、回报

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节水灌溉工程。此

外，政府还应加大对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和推广的支持力

度，引导农民采用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用水

效率。（3）加强节水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对于
已经建成的节水灌溉工程，要建立健全运行维护管理制

度，明确责任主体，加强监督检查。对于新建的节水灌

溉工程，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同

时，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农民的节水意识

和技术水平，确保节水灌溉工程的有效运行[4]。（4）还
应加强节水灌溉工程的监测评估工作。通过定期对节水

灌溉工程进行水量、水质、土壤等方面的监测，了解工程

运行情况，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同时，要建立健全节水

灌溉工程的评价体系，对工程的节水效果进行客观评价，

为今后的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提供参考。（5）加强宣传
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广泛

宣传节水灌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

识。同时，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指导，让农民充分认

识到节水灌溉的好处，积极参与到节水行动中来。

结语：本文通过对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规划设计中存

在的问题及措施的探讨，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

综合性的措施。具体而言，需要加强对当地水资源的了

解和分析，选择适宜的灌溉方式和设备，建立完善的灌

溉用水管理制度和技术创新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促进节水农业的发展，提高灌溉用水的效率和质量，

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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