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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分析

李恒山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摘�要：农田水利灌溉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命脉，随着农业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加，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设计是工程的灵魂，直接关系到工程功能的发挥与质量，在渠道工程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必须重视设计

质量，结合现阶段的先进技术，利用正确的设计理念因地制宜地进行科学设计，从工程设计层面保证渠道工程设计合

理，促进我国农业地区经济健康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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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是农业水利工程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田高效灌溉的关键环节。灌溉

渠道的设计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灌溉效果和农作物的

生长情况，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促进农民增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农田水利工程中灌溉渠道工程简述

农田水利工程中的灌溉渠道工程是指为了实现农田

灌溉而建设的渠道系统。它是将水源引入农田，为农作

物提供充足的水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灌溉渠道工程的

设计首先需要考虑水源的选择和引水方式。水源可以是

河流、湖泊、水库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水源。

引水方式可以采用重力引水、泵站抽水等方式，根据地

形、水源位置和用水需求等因素进行选择。在设计灌溉

渠道工程时，需要考虑渠道的布置和渠道的断面形状。

渠道的布置应尽量避免地势陡峭、地质条件差的地区，

以减少工程难度和成本。渠道的断面形状可以选择梯

形、矩形、圆形等，根据水流速度和流量等因素进行合

理设计。灌溉渠道工程的施工需要考虑土方开挖、渠道

衬砌和渠道防渗等工作。土方开挖是指将地面土壤开挖

出来，形成渠道的基础。渠道衬砌是为了增加渠道的强

度和防止渠道侵蚀，可以采用混凝土、砖石等材料进行

衬砌。渠道防渗是为了防止水流渗漏到地下，可以采用

防渗膜、防渗墙等措施进行防渗处理。在灌溉渠道工程

的运行和管理中，需要考虑渠道的清淤和维护[1]。渠道的

清淤是指定期清除渠道中的淤泥和杂物，以保持渠道的

畅通。渠道的维护包括渠道的修补和渠道设施的维护，

以确保渠道的正常运行。灌溉渠道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需

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形、水源、用水需求、经济条件

等。合理的设计和施工可以提高农田的灌溉效果，提高

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同时，灌溉渠道工程的运行和管

理也需要重视，以确保渠道的正常运行和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灌溉渠道工程在农田水利工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合理的设计、施工和管理，可以为农田提供充足的水

源，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促进农业的发展。

2��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分析

2.1  灌溉渠道系统规划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方法是确保农田灌溉系

统高效运行的关键。灌溉渠道系统规划是设计过程中的

重要环节，它涉及到灌溉水源、渠道布置、渠道断面

设计、渠道长度和坡度等方面的考虑。灌溉渠道系统规

划需要考虑灌溉水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水源可以是河

流、湖泊、水库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水

源，并确保水源的供水能力能够满足农田的需求。渠道

布置是灌溉渠道系统规划的重要内容。渠道的布置应该

考虑到农田的分布情况、地形地势和土壤条件等因素。

合理的渠道布置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渠道长度，提高灌

溉效率。渠道断面设计是灌溉渠道系统规划的关键环

节。渠道断面的设计应该考虑到灌溉水量、水质要求、

渠道流速和渠道稳定性等因素。合理的渠道断面设计可

以保证灌溉水的顺利流动，减少水的浪费和渗漏。渠道

长度和坡度的确定应该根据农田的分布情况、水源的位

置和供水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合理的渠道长度和

坡度可以保证灌溉水的顺利输送，减少能量损失。灌溉

渠道系统规划还需要考虑到渠道的排水和清淤问题。合

理的排水和清淤设计可以保证渠道的畅通和稳定，提高

灌溉效果。通过合理考虑灌溉水源、渠道布置、渠道断

面设计、渠道长度和坡度等因素，可以设计出高效、稳

定的灌溉渠道系统，提高农田的灌溉效果，促进农业生

产的发展。

2.2  水量分配设计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方法中的水量分配设计

是确保农田灌溉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环节。水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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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需要考虑农田的需水量、水源供应能力、灌溉方

式和土壤水分特性等因素。确定农田的需水量。需水量

是指农田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水量。根据作物的生长

特点和灌溉制度，可以确定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水量。作

物在生长初期和生长期需要较多的水分，而在成熟期则

需要较少的水分。评估水源供应能力。水源供应能力是

指灌溉系统所能提供的水量。通过调查和测算，可以确

定水源的水量和水质情况。根据水源供应能力，可以合

理安排农田的灌溉面积和灌溉周期。选择合适的灌溉方

式。灌溉方式包括表面灌溉、滴灌、喷灌等。不同的灌

溉方式对水量的需求不同。例如，滴灌和喷灌可以减少

水分的蒸发和渗漏损失，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根据农田

的土壤类型和作物特点，选择合适的灌溉方式，以减少

水量的浪费。考虑土壤水分特性。土壤的水分特性包括

土壤的持水能力、渗透性和蓄水能力等。根据土壤的水

分特性，可以确定灌溉的频率和灌溉的水量。例如，土

壤的持水能力较低时，可以增加灌溉的频率，减少每次

灌溉的水量，以保证作物的水分需求。农田水利灌溉渠

道工程设计中的水量分配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农田的需水

量、水源供应能力、灌溉方式和土壤水分特性等因素。

通过合理的水量分配设计，可以实现农田灌溉水资源的

合理利用，提高农田的产量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3  防渗措施设计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方法中，防渗措施的设

计至关重要。选择合适的渠道材料是防渗措施设计的基

础。常见的渠道材料包括混凝土、土工膜、土工布等。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以提高渠道的抗渗性

能。合理设计渠道的截面形状和尺寸。渠道的截面形状

和尺寸应根据水流量、土壤条件和地形地貌等因素进行

科学计算和分析，以确保渠道的稳定性和抗渗性。采取

适当的渠道底床和侧坡处理措施。渠道底床和侧坡的处

理应考虑土壤的稳定性和抗渗性，可以采用铺设防渗材

料、加固土工结构等方法，以提高渠道的抗渗性能。合

理设置渠道的渗漏控制设施。渠道的渗漏控制设施包括

渠道衬砌、渗漏井、渗漏控制闸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合适的设施，以控制渠道的渗漏量，提高渠道的抗渗性

能。定期进行渠道的巡查和维护。渠道的巡查和维护是

防渗措施设计的重要环节[2]。定期检查渠道的渗漏情况，

及时修补破损部位，保持渠道的良好状态，以确保渠道

工程的长期稳定运行。通过选择合适的渠道材料、合理

设计渠道截面形状和尺寸、采取适当的渠道底床和侧坡

处理措施、设置渠道的渗漏控制设施，并定期进行巡查

和维护，可以有效提高渠道的抗渗性能，保障农田灌溉

的顺利进行。

2.4  配水结构设计
配水结构设计旨在合理分配水资源，确保农田得到

适量的灌溉水，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配水结构设

计应考虑水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根据水源的情况，

可以选择引水渠道、水库或地下水井等方式进行供水。

同时，还需要考虑水源的水质情况，确保供水水质符合

农田灌溉的要求。配水管网的设计应考虑农田的布局和

需水量的分配。根据农田的大小和形状，合理规划主干

管道和支管道的布置，确保每块农田都能得到充足的灌

溉水。同时，还需要考虑管道的材质选择和施工工艺，

以确保管道的耐久性和运行的稳定性。配水结构设计应

考虑灌溉水的控制和调节。可以采用闸门、阀门等控制

设备，根据农田的需水情况进行灵活调节。还可以考虑

使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对配水过程的自动监测和调

节，提高配水的效率和精确度。配水结构设计应考虑对

灌溉水的计量和监测。可以设置流量计或水表等设备，

对供水量进行实时监测和记录，以便进行水资源的合理

管理和利用。同时，还可以通过计量数据，为农田的灌

溉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配水结构设计应考虑配水管理的问

题。可以建立配水管理机构，负责对配水过程进行监督和

管理。同时，还可以制定配水管理规定和制度，明确各

方的责任和义务，确保配水过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配水结构设计是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中的重要环

节。通过合理规划和设计，可以实现农田的有效灌溉，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5  生态环境保护设计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方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设计是确保农田灌溉系统与周围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

要原则。在设计过程中，要注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设计时应根据农田的需水量和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合理

确定渠道的尺寸和流量，以确保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

约。注重土壤保护和水土保持。设计时应考虑渠道的坡

度和横断面形状，以减少水流速度和侵蚀力，防止土壤

的流失和沉积物的堆积。同时，可以采用植被覆盖和护

坡等措施，加强渠道周围的生态保护。设计时应考虑渠

道的排水和排污功能，合理设置排污口和沉淀池，以减

少农田灌溉过程中的农药、化肥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保护水体的水质。设计时可以考虑在渠道周围设置湿地

和绿化带，增加生态景观和生物栖息地，促进生态系统

的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设计时可以考虑采用节能

设备和技术，如太阳能灌溉系统和节水灌溉技术，减少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农田水利灌溉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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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土壤和水质、修复生态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可以建立

起健康、可持续的农田灌溉系统，促进农业生产和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

2.6  渠道布局设计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的渠道布局设计是为了

实现高效的水资源利用和农田灌溉的需要。根据地形的

起伏和地势的高低，合理确定渠道的走向和坡度，以确

保水能顺利流动，不发生积水和倒灌现象。要考虑农田

的大小和形状。根据农田的大小和形状，合理划分渠道

的长度和宽度，以满足农田的灌溉需求，并减少水资源

的浪费。考虑渠道的分支和汇合。根据农田的布局和灌

溉需求，合理设置渠道的分支和汇合点，以便将水源分

配到各个农田，并确保水流的平稳和均匀。在渠道布局

设计中，要考虑到渠道的交通便利性和维护的方便性，

以便农民能够方便地进行巡查和维护工作，保证渠道的

畅通和安全[3]。考虑渠道的防渗和防冲。在渠道布局设

计中，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加固渠道底部和侧壁，设

置防渗层和防冲设施，以防止水的渗漏和冲刷，保证渠

道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在渠道布局设计中，要尽量减少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如避免渠道穿越敏感区域和水源保

护区，合理处理渠道的废水和泥沙，保护周围的生态环

境。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的渠道布局设计需要综

合考虑地形地势、农田大小形状、渠道分支汇合、交通

维护、防渗防冲和环境保护等因素，以实现高效的水资

源利用和农田灌溉的目标。

3��案例分析

3.1  某市节水型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建设
某市节水型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建设是一个成功的案

例，该市在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设计中采用了以下措

施：（1）强化水资源管理：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和技术标准体系，强化水资源管理，实施取水许可制

度，安装计量设施，加强水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等。这些措施强化了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提高了用水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避免了浪费和污染现象的发

生，推动了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和发展。（2）采用先进的

灌溉技术：推广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型灌溉技术以减

少水的浪费和提高灌溉效率。这些措施采用了现代化的

灌溉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灌溉效率，减少水的浪费，

促进农业节水。（3）加强宣传教育和技术培训：通过
各种形式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农民充分认

识到节水的重要性，掌握节水灌溉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提

高灌溉效果和管理水平。这些措施加强了农民的环保意

识和生态观念，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4）建立节
水型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建设一批节水型农田水利灌溉

渠道工程，通过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广节水技术和

经验。这些措施通过示范效应推广节水技术和经验，使

得其他农民可以直观地了解到节水灌溉的好处和技术应

用。（5）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与灌溉渠道相配套的建筑
物如桥梁、涵洞等以及维护设备和管理用房等方便农民

使用和管理维护。这些措施完善了配套设施，使得农民

能够更加方便地使用和管理维护灌溉渠道[4]。通过优化

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应用，该市成功地提高了灌溉效

率，减少了水的浪费和污染现象的发生，促进了农业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结语

综上所述，农田水利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必须考虑

到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且在规划过程中分析地质水

文环境。在实际规划和设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比

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重视其安全问题，减少对耕

地的占用。此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灌溉措

施，进而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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