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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施工中的水土保持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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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为了能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水准，有关施工专业技术人员要提升

工作认识，融合高效的施工方法与技术，科学地开展水土保持施工，进而自主创新施工方法，进一步为农田水利建设

工程施工工作中开展给予高效的技术性确保。文中阐述了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工作的特征，归纳了具体水土保持防范措

施，希望可以为相关的工作者提供有用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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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水利工程施工环节中，假如错误水土的保

护，容易出现水土外流状况，这不但会导致水源的消

耗，促使河堤造成掉线难题，还会继续促使田地土壤水

流量不断减少，危害农作物的稳定生长发育，阻拦农业

的高速发展。一般来说，在山区的农田水利施工中很容

易发生水土外流难题，如果遇见恶劣天气，就会导致比

较大面积径流量，甚至有可能产生山体滑坡，严重危害

大众的人身财产安全[1]。

农田建设过程中假如不做好水土保持，就会引发土

壤侵蚀难题，造成极大的伤害。主要表现为：1)干季水流

量大幅降低，不能给农田农作物身心健康生长发育给予

充足的水源。尤其是干旱气候土壤侵蚀比较严重影响附

近植被。2)山区地带、土坡易出现土壤侵蚀。比如，这种

地域土壤表面在强风暴后，持水能力大幅度下降，植被

和地面坡度的影响将极大消弱边坡的隔绝专业能力，造

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诸多问题。3)土壤侵蚀出问题，不

但破坏生态环境，并且伤害老百姓人身财产安全。尤其

是山体滑坡一定要避免这类伤害，关键在于搞好水土保

持工作，完成土壤侵蚀的理论整治。

排灌渠道的挖掘会导致边坡的裸露

泄洪道是农田水利工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开挖

环节中不可避免会让地表产生一定的影响。开挖的时候

对周边植被造成一定的毁坏，特别是倾斜坝坡，造成很

严重的护坡外露，慢慢丧失水土保持作用，田里修路影

响原来植被。一样的情况下，水土保持作用也在慢慢降

低。在一些特殊地貌下开挖方式，比如在一些高地貌或

险峻地貌下开挖灌溉渠道，对周边植被具有重要影响，

大暴雨的时候会造成土壤侵蚀。

降低水土保持功能

排污沟开挖环节中产生外露陡坡，对地表土壤层导

致一定消极影响，破坏原来土沟内部结构和陡坡植被，

农田路面占有地表，能够降低路面水土保持作用。 与此

同时，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建设防渗漏方式也是必须的。

因为衬砌总面积比较大，水流速度不错，但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方式比降会降低地表水文、涵养水源的功效。除

此之外，地表径流量聚在渠道上，难以实现渠道上水合

理利用，引起水源的消耗。

降低经济效益，耗费资源投入

水分消耗破坏粮食作物生长气候条件，需要花费很

多时间、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资金开展整治，最好能

够立即、合理、针对性地整治。不然，损害将进一步扩

大，再医治将比较困难。将治理水土流失细沙沉积所耗

费的网络资源用以农民致富，将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

除此之外，沉积阻塞河堤，影响通航，减少湖河水流

量、通航价值[2]。

废土废渣对原有地表结构影响较大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也会产生更多废料。比如，

在旧水利工程中拆的土方开挖及部分废料会让当年的时

钟构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发掘农田排污沟时挖出来的一

些土和土壤层必须运到其它地区或回填土。如果这个废

料无法得到立即科学合理的解决，会让原先的地表构造

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降雨量大一点的多雨季节，

这种废料会慢慢外流，影响农田。

首先，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施工环节中开展水土保

持工作中可以促进可持续性生态环境维护目标实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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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施工必须重点考虑到水土保持工作质量和经济效

益，针对施工地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需求遵照防治结合的

基本原则，提升施工地区土壤抗腐蚀能力，进而才能保证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与水土保持工作质量，推动地域生态系

统平衡运作，工程项目施工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能够获得巨

大的提升，工程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也可以降

至最低。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系统软件均衡运作能力的提

高可以大大提高生态环境灾难对于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带来

的伤害危害，不断提高水土保持高品质工作效能，提升地

土壤层抗侵蚀性和储水能力、山体滑坡抵挡能力，针对提

高水环境治理、空气环境质量拥有积极主动的价值，在提

升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推动

农牧业工业领域可健康发展。

不断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的体制

一切重点项目的建立，都离不开包含农田水利建设

新项目等在内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作为一项工程项目，

在建设中要综合考虑，建立和完善的水利工程体制和

体制。唯有如此，才可以尽可能减少环境保护和生态环

境的作用。完备的基本建设体制对项目发展具备重要意

义，确保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绿色生态收益最大化，

妥善处理工程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为农田水利工程项目

发展趋势创造条件适用。在设定农田水利建设的体制和

体制时，必须综合考虑，在其中生态环境保护评价指标

体系是一个主要层面。水利工程开工前，理应预测分析

有可能出现自然生态环境和土壤侵蚀难题，对于可能发

生的难题制订高效的防治方法，并可以有效处理事情。

次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施工需要更多资产。资金分配

不太好，会影响到基本建设。在有关投资环节中，要制

订很明确的项目投资对策，体现在所有新项目设计和建

设过程中，进一步降低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对环境保护和

生态环境的作用。最终，水利工程完工后，要进行工程

验收评定，并依据有关验收方法开展。相关部门应大力

加强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在完备的

农田水利建设体制和体制下保持优良整治[3]。

完善工程规划设计

合理安排设计方案农田水利建设整体规划和程序，

最大程度降低地面振荡影响，降低土壤侵蚀产生。在实

践中，关于多方应综合考虑单独工程项目的使用方式、

景观功能和生态规定。方式衬砌防渗漏设计方案，应保

持因时制宜标准，防止过多资金投入损害，维持适当土

沟。一般来说，设计方案水位下列地区采用衬砌，水位

之上地区采用挡墙模具，既能起到衬砌防渗漏工程项目

的生态系统功能，又可以有效填补地表水。并且对关键

灌溉渠道开展防渗漏衬砌解决，排污沟采用无砂混凝土

和砌石。必须扩张排污沟尾端河面以推动湿地公园区域

范围扩张，能有效隔绝水质里的氮、磷等污染源。挥发

还可调节部分气侯，提升地下水补给。在衬砌层面，能

控制混凝土、水泥砂浆砖等相关材料的使用量，科学合

理设定生态廊道和生态洞，有效设计方案阶梯和倾斜

度，缓解水流速度，提升大运河坝坡动植物生长环境，

维持多元性，维持大运河水体自净能力。严格把控场地

路面宽度，尽可能采用碎石路面构造。与沙砾构造对

比，水泥混凝土严重影响了表层锁水作用[4]。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施工单位需对于新项目周围环境开展特殊维护，那

也是提升水土资源品质的重要方式。导致土壤侵蚀的原

因之一就是欠缺夯实土壤植物群落，所以若要提升土

壤层的稳定，对水源进行相应的维护，便需要在工程项

目周边增加植物群落面积，进而提升土壤层的稳定。在

综合设计方案工程实施方案期内，需在四周的水土资源

维护也列入项目规划中，应用科学的方法来维持周围环

境。在挑选植被类型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具体自然条

件。对于土壤侵蚀几率相对较高的地区，需侧重于挑选

根茎较发达植物类型，尽可能扩张栽种的总面积，进而

提升土壤层的稳定，提升抵御外界冲击性能力。除此之

外与部分安全防护方式不一样，日常开展的植物群落保

养工作中的功效更加明显。有关部门需根据不同类型的

植被类型明确安全防护工作中的核心，科学整体规划林

地范畴，从各个视角开展安全防护工作。

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全方位考核评价具备重要

作用，在充分的考核评价下可以促进后续工程应用的过

程当中造成很好的效果。一方面能通过采用科学高效的

评估方法，另一方面能通过建立和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

的方式对水利工程的建立情况进行评价，这样才能更为

清楚的了解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效果，在后续的建立情

况评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对工程项目效益情况的解读，对

于自身建设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全面剖析，对于存在的

问题进行整理，特别是必须找到自然环境的关键点，为

未来有关工程项目的开展提供借鉴，从而可以有效的减

少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此外，必须创建有关

的评价指标体系，在严格评价指标体系对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情况产生全方位的描述，从而为推进农业水利工程

高效建设服务，从而可以有效的确保农业生产生产率。

因而，根据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情况开展考核评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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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后续工程的建立提供一些参照。

加强新技术推广应用

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施工工程施工必定离不开科技进

步的大力支持，由于网络技术的升级发展趋势，水利工

程施工企业要重视新技术的全面推广，尤其是在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和低碳节能发展趋势的大环境下，施工

企业要善于观察并引入绿色环保新技术，在确保错误生

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也能提升工程施工效率和效

果。与此同时必须对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样长期性系

统化的工程项目必须增加新技术的开发科学研究幅度，

对于水土保持工作的需求提升新技术的前沿研究，比如

农业灌溉时需灵活运用喷灌设备或是滴灌设备去完成浇

灌工作，合理填补传统式农业灌溉对水土资源自然环境

造成的不良影响。除此之外，灵活运用信息科技基本建

设水土保持工作检测系统，根据科学合理完备的水土保

持设计来决定水利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特殊指标值，将

水土保持验证的具体内容作为检测主要任务，因此设置

特定检验指标尤其重要，以特殊指标明确水土保持工作

的每一个连接点，进而提升对每一环节整治和检查，全

方位确保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与水土保持工作品质，在工作

环节中运用信息化管理检测系统对详细操作过程开展检

测，并依照性能指标对工作信息进行测试分析，根据具体

分析数据俩优化提升水土保持计划方案和作业方式。

强化宣传，提供相关服务

在农田水利施工过程中，有关部门要积极渗透到农

村，向有关人民群众宣传策划水土保持工作对农业的至

关重要，并且通过派发宣传手册等形式让更多的人民群

众掌握水土保持工作的相关介绍和价值；还可以分配专

业技术到工程项目所在城市，为农户给予必须的具体指

导，使其可以在农牧业生活实践中主动加入到水土保持

工作中，不随便将废弃物、污水等乱倒到水利工程中，

进而能够更好地预防土壤侵蚀[5]。与此同时，因为农田水

利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仅有

保证资金的充裕，才可以有效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再加

上土壤侵蚀很严重的地域通常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

乡村盈利较弱，根本无法给予资金适用，因此有关部门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出大部分、人民群众出小头的形式争

得充足的资金适用，进而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工程的水

土保持工作，合理防止土壤侵蚀难题。

做好工程竣工后的总结和处理工作

工程竣工后一样不可以掉以轻心，工程完工并不是

一劳永逸，一定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观查工程项目的

运行高效率，后期害虫防治也要做到位，针对由于作业

而损坏的良亩花草树木，一定要填补及时，减少细沙的

沉积。针对后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要高度重视责任落实

和监管，工程验收阶段严实严格把关，绝不放过细微之

处，虚报谎报严肃查处，严禁存在侥幸心理[6]。

结束语：总的来说，农田水利工程项目是利国利民

的建设工程项目，并且在农田水利工程项目中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但水利工程建设的环节中，土壤侵蚀和

生态环境治理等一些问题不可忽视。 在未来水利工程建

设环节中，应该更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这

能通过开展建设早期调研评估工作，重视健全有关建设

体制、管控、规划建设，创建中后期评估管理体系来不

断进行，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的促进我国农田水利工

程项目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任宗贤.农田水利建设对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的影

响及对策[J].乡村科技，2022，13（4）：143-145.

[2]火统朋.农田水利建设对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的影

响及对策[J].乡村科技，2022，13（1）：144-146.

[3]田刚.农田水利建设对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的影响

及对策[J].南方农业，2021，15（27）：226-227.

[4]陈姝颖.农田水利建设对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的影

响及对策[J].黑龙江粮食，2020（12）：55-56.

[5]杨震.农田水利施工水土保持[J].中国战略新兴产

业，2021（11）：221.

[6]李智.刍议如何做好农田水利建设施工过程中的水

土保持工作[J].智能城市，2021（7）：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