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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整理中的农田水利设计策略探究

郭思怡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合肥�230000

摘�要：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的稳健推进。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强有

力支撑。水利工程作为农业生产的命脉，对于提升农田灌溉效率、优化水资源配置、增强农业抗灾能力等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均将农田水利建设置于重要位置，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为现代化农

业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全新的农业发展体系，为农业经济主体创造更多创业机

会，更能够营造优质的创业环境，为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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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土地开发整

理工作显得愈发重要。农田水利作为土地开发整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策略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土地资

源的有效利用和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因此，探究土地

开发整理中的农田水利设计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农田水利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关键技

术，提出符合土地开发整理需求的农田水利设计策略，

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农田水利在土地开发整理中的重要性

农田水利在土地开发整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首先，农田水利是提升土地资

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所在。通过科学规划和设计农田水利

系统，可以有效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提高土壤肥力和水

分利用效率，进而增加农作物产量和质量。这不仅有

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还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其次，农田水利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农业生产的转型升级，

农田水利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其现代化水平直接

影响到农业的整体发展。通过引进先进的灌溉技术和设

备，优化农田水利设施布局，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农业的综合竞争力。最后，农田水

利还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合理的农田水利设计可

以减少水资源浪费和土壤侵蚀，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

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也能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

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2��土地开发整理中农田水利设计的基本原则

2.1  农田水利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千差万别，因

此，农田水利设计必须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在干旱地

区，节水灌溉技术的运用至关重要，通过科学规划灌溉

系统，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而在多雨地区，排水系

统的建设则显得尤为重要，以确保农田免受水涝灾害。

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

针对性和实用性，还能更好地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

需求。

2.2  农田水利设计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

护，优先采用节能、环保的设备和技术。通过优化灌溉

和排水系统，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同时，农田水利设计还应与当地的生态建设相结合，促

进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设计不仅有助

于保障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还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

美好的家园。

2.3  农田水利设计应遵循安全、可靠的原则
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工程的结构安全、运

行稳定以及抗灾能力。通过科学计算和严谨分析，确保

灌溉渠道、排水沟等关键设施的稳定性和抗渗性。同

时，农田水利设计还应注重工程的维护和管理，方便日

后的维修和保养。这样的设计不仅能确保农田水利工程

的安全运行，还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为农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土地开发整理中农田水利设计的关键技术

3.1  灌溉系统规划与布局
灌溉系统规划与布局，作为农田水利设计的核心，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深入规划时，我们必须细致地审

视地形地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了解土壤类型的差异

与特性，以及全面掌握水源条件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灌溉方式选择的基础，确保我们能够

在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指导下，为农田量身定制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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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方案。滴灌、喷灌、渠灌等多种灌溉方式的选择，

并非简单的技术堆砌，而是需要根据作物需水特性、水

资源状况以及经济效益进行深思熟虑的综合评估。每一

种灌溉方式都有其独特的适用条件和优势，只有精准匹

配，才能确保农田得到恰到好处的滋润。另外，灌溉渠

道的布局同样是一门学问[2]。它要求我们既要考虑到输水

的顺畅和高效，又要关注水资源的节约与利用。通过精

心设计和优化，我们可以减少渠道输水过程中的渗漏损

失，提高灌溉系统的整体性能，为农田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3.2  水源选择与利用
水源是农田灌溉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其选择与利

用直接关系到农田灌溉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选择水

源时，我们必须全面考虑水源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可持

续性，确保所选水源能够长期稳定地为农田提供充足的

水量。水质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优良的水质是保

证作物健康生长和农产品质量的重要前提。在选择合适

的水源后，我们还需要根据水源的特点，制定合理的水

资源利用方案。这包括确定灌溉方式、灌溉时间、灌溉

量等，以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我们还应

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通过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

手段，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3.3  节水灌溉技术
节水灌溉技术是提升农田灌溉效率、降低水资源消

耗的重要途径。目前，滴灌、喷灌、微喷灌等节水灌溉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农田灌溉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滴灌技术通过管道系统将水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

实现了精准灌溉，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和渗漏损失。喷灌

技术则利用喷头将水均匀喷洒在作物上，提高了灌溉的

均匀性和效率。微喷灌技术则结合了滴灌和喷灌的优

点，既能够实现精准灌溉，又能够提高灌溉的均匀性。

这些节水灌溉技术不仅能够根据作物的生长需求和土壤

水分状况，精确控制灌溉水量和灌溉时间，实现水资源

的精准利用，还能够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和渗漏损失，提

高水分利用效率。通过推广和应用这些节水灌溉技术，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农田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农

业生产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水源保障。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和创新，节水灌溉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未

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高效、智能的节水灌溉技术的出

现，为农田灌溉提供更加先进、可靠的技术支持。

3.4  渠道防渗技术拓展
渠道防渗技术不仅关乎灌溉效率，更直接关系到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实际应用中，混凝土衬砌因其强度

高、耐久性好的特点，成为常用的防渗材料。土工膜

等新型防渗材料也因其良好的防渗效果和施工便利性逐

渐得到广泛应用。在防渗措施上，除了材料选择外，优

化渠道设计同样重要。例如，合理设置渠道坡度、减少

弯道等，都可以有效降低渗漏风险。加强渠道的日常维

护，如定期巡查、及时修补破损部位等，也是保障渠道

防渗性能的关键措施[3]。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可能会出

现更多高效、环保的防渗技术和材料，为农田水利事业

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3.5  排水系统设计拓展
排水系统设计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

位。一个科学合理的排水系统不仅能够确保农田排水顺

畅，防止土壤盐碱化和作物受涝，还能有效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益。在设计过程中，需综合考虑地

形地貌、土壤类型、降雨情况等因素，确保排水沟的布

局和尺寸既符合实际需求，又能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

排水系统的出水口位置和处理方式也需精心设计，以避

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排水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同样重

要，通过定期清理、维修和更新设备设施，可以确保排

水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排水效果。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未来排水系统设计将更加注重生态环保和智能化管理，

为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6  土壤改良与水肥一体化技术拓展
土壤改良与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手段。在农田水利设计中，通过科学运用土壤改

良措施，如增施有机肥、深耕深松等，可以显著提升

土壤肥力和保水能力，为作物生长创造更加优良的环

境。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则实现了水分和养分的同步

供应，不仅提高了肥料利用率，还有效减少了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根据作物种类、生

长阶段和土壤条件等因素，精准调整水肥配比和灌溉方

式，以达到最佳的生长效果。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未

来可能会出现更多高效、环保的土壤改良和水肥一体化

技术，为农田水利设计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创新空间。

4��土地开发整理中农田水利设计策略

4.1  综合规划与设计
农田水利设计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综合规划与设计，

确保项目区的整体效益最大化。这需要对项目区的自然

条件、水资源状况、土地利用现状等因素进行全面深

入的调研和分析。在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山、田、

水、林、路和村庄的相互关系，确保各项设施布局合

理，功能协调。例如，在规划灌溉系统时，要结合水源

分布、地形特点和作物需求，确保灌溉水源充足且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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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在规划排水系统时，要考虑地形坡度和降雨规

律，确保排水畅通，防止水涝灾害。综合规划与设计还

应注重与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衔接，确保农田水

利设施既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又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4.2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责任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依托金寨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办

公室，成立史河幸福河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明确工作进展安排，确保各项要求落

到实处。进一步细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河长职责，建

设任务层层分解落实，按照实施计划及项目清单，实行

工期倒排，责任落实到人，抓紧组织实施，把史河建设

成淮河流域“安澜、生态、宜居、智慧、文化、发展”

的幸福河样板。

4.3  优化灌溉系统
灌溉系统是农田水利设计的核心部分，直接关系到

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优化灌溉系统

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作物需水特性和水资源条件，

选择适宜的灌溉方式和技术。例如，在干旱缺水地区，

可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水资源浪费；

而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则可采用沟灌、漫灌等传统灌

溉方式，提高灌溉效率。还应注重灌溉设施的维护和管

理，确保设施运行正常，延长使用寿命。通过优化灌溉

系统，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

发展。

4.4  注重生态环保
在农田水利设计中，注重生态环保是至关重要的。

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影

响，因此必须在设计中充分考虑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

第一，应通过合理的植被布局，如种植防护林、建设生

态湿地等，来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土壤肥力。第二，在

建设过程中，应优先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第三，还应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如有机农业、

生态农业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护农田生态环

境。通过注重生态环保，可以实现农田水利设施与生态

环境的和谐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家园[4]。

4.5  加强部门联动，强化监督管理
金寨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办公室组织方案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协调配合，统筹推进金寨县史河淮河

流域幸福河建设工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共建单

位定期召开调度会，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

加强建设管理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进一步强化河长制

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工程建设中的

管理、协调监督和指导作用，确保工程各项工作规范、

廉洁、高效、顺利推进。

4.6  疏通资金渠道，强化资金保障
以史河幸福河建设为契机，主动争取政府资金投

入，统筹使用史河防洪治理、生态环境修复、区域征迁

安置等专项资金，提升资金使用绩效确保实现建设目

标。加快落实金融支持相关政策，多渠道筹集金融资

本，积极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借助社会力量，为史河幸

福河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史河幸福河建设。

4.7  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引领作用
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媒介，积极宣传史

河幸福河建设内容、目标成效，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拓

宽市民保护史河、共建共享渠道，增强市民对河湖保护

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通过专题报道、专家访谈

等多种方式，回顾史河建设治理历史，挖掘史河文化故

事，宣传史河保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成果，发挥新闻宣

传作用，以史河幸福河建设实践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结语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深刻认识到农田水利设计在

土地开发整理中的关键性地位。合理的农田水利设计策

略不仅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能促进农业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土地开发整理

工作的深入推进，农田水利设计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

遇。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创新设计理念

和技术手段，为构建高效、节水、环保的农田水利体系

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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