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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于建兵1*  苏凌云2

1.�宝鸡市陈仓区水电工作队，陕西� 721300�

2.�宝鸡市陈仓区水土保持工作站，陕西� 721300

摘� � 要：近几年来，灌溉发展在项目的安排、投资的补助、工程设计、建设标准制定、施工管理、质量的监管和

验收、建后的管护以及运行管理等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和全盘考虑，存在多头管理、投资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影

响了投资效益的发挥。因为很多人员没有认识到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的重要性，也没有重点关注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

导致各项工作在开展时存在更多问题。相关人员必须提高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并且选用正确的节水灌溉技术，才

能改善区域内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本文就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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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宝鸡市陈仓区位于关中平原最西端。南、北、西三面环山，中部低平，向东敞开，地貌类型多样，地形结构复

杂。陈仓区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地方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在进行农业灌溉规划目标制定时，主要为摸清区域内灌溉

发展的现状及主要存在问题，研究提出灌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制定灌区发展的战略对策，逐步形成完善的灌溉发展规

划体系。只有根据区域内的实际灌溉情况，选用正确的灌溉方式，才能对充分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价值[1]。

二、工程实例

在进行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时，就以我国宝鸡市陈仓区某一工程为例。地方政府根据目前区域内水利工程建设实际

情况，依照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拟定应实施大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工程、小型水源工程建设和田间灌溉排水工程建设。在对工程布局进

行规划时，要重点抓好大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新建大中小型水源工程及巩固和挖掘现有工程效益，努力

加强节水改造项目建设，全面推行农业节约用水，大力推广渠道防渗技术，实行水资源的有偿使用[2]。

工程建设包括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工程、小型水源工程建设、田间灌溉排水工程建设、林草果灌溉工

程、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在进行建设时，区政府成立陈仓区灌溉发展领导组织机构，负责项目实施的组织协调和监督

管理，实行项目分级分部门管理负责制。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有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投入、乡村集体个人筹资等方面。

区水利局负责工程建设的技术管理工作，陈仓区灌溉发展总体规划实施后，可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

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并可推进工程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改善农村及农业生态环境条件[3]。

三、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力度不足

区域内的设施受资金规模的限制，基础设施落后，过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轻视其它农业生产综合配套技术措施

落实。农业综合开发没有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对科技推广的投资力度不够，影响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多经项目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强。渠系末级渠道建设标准较低。这些问题都制约了工程项目的建设[4]。

（二）耕地质量不高

由于粮食生产效益相对较低，农民对粮食生产投入的积极性不高。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惠农政

策，较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农民对粮田的投入也有了较大地增加，但大多仅以增施化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

标，造成氮肥和磷肥等大量元素肥料滥施，对土壤质地和结构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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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持续提升受到制约[5]。

（三）粮食生产科技水平较低，无法促进节水灌溉发展

由于粮食是低效益产业，农民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非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的目的主要为满

足自己口粮，加之区域内目前粮食规模经营场户少，因而粮食作物良种及生产新技术的引进推广慢，生产技术水平

低。因为区域内生产水平过低，应用的技术比较落后，所以，在进行节水灌溉时存在较大难度[6]。

四、农田水利节水灌溉问题解决途径

（一）充分挖掘区域内的灌溉节水潜力

打造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工程，设置建设目标及任务，更新泵站、改造配套渠系，恢复增加灌溉面积，

提高灌溉保证灌溉保证率，增加粮食产出率，充分发挥灌溉效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7]。

（二）充分发挥灌溉节水效益，提高耕地质量

通过对灌区近十年的水库除险加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初步解决了灌区直接影响行水安全的多处

干、支渠险工区段，所产生的效益显著。经测试和调查，节水改造项目实施后，灌溉效益正在不断增长[8]。

（三）为节水灌溉提供充分保障

如表1所示，工程建设包括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小型水源工程建设和田间灌溉排水工程建设。灌区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实施，提高了灌区灌溉输水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灌区灌溉发展的供水安全提供了保

障。建设的小型灌区及林果草灌溉区水源工程及田间灌溉排水工程，也会灌溉供水提供了保障[9]。

表1�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造工程主要建设任务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建设内容
恢复改善灌溉面积

渠系改造规 渠系建筑物改造 抽水站（处）

数量 工程量（km） 数量（座） 处数 装机容量（kw） （亩）

1 宝鸡峡灌区 330.128 3318 43645

2 冯家山水库灌区 113.476 543 7 17915 146170

（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首先要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了解，然后制定各类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要制定管理体制并且进行

改革，可以在现有的管理制度基础上进行建设。还要建设农民用水协会和服务体系[10]。

（五）灌溉运行管理

要逐步建立工程产权明晰、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建立全区灌溉建设管理制度及管理办法，大力推行水

利工程管理单位改革，农田灌溉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组织，进行水价和水费计收改革等。建立健全责、权明淅的管

理、运行机制。依据各类灌溉工程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特点，区政府按照所承担的部分公益事业，每年度从公共财政

列支进行补助。在水费计收管理上，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统一结算的办法。

（六）信息化建设

首先要进行灌区协会建设，提高灌区科学管理、现代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行农业用水总量控按照 “软件建设与硬

件建设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制、定额管理；加快水价和水费计收机制的改革，全面推广农民用水户协会，增

强农民参与灌溉管理意识。进一步落实工程建后管护措施，保障灌区工程良性运行，持续发挥效益。还要强化协会能

力建设。切实完善农田配套设施，认真做好协会的运行服务工作。

（七）政策保障措施

对于组织建设保障来说，区政府成立陈仓区灌溉发展规划领导小组，负责陈仓区灌溉发展规划工作，具体由区水

利局负责灌溉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项目建设要严格推行“四制”，即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建设监理制，招标投标

制、合同制。还要为水资源优化提供制度保障。充分考虑区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协调各

行业的用水需求，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行改造与新建、骨干与田间、抗旱溉灌与洪涝排水相结合。在为项目建设资

金投入制定制度保障时，灌溉工程建设资金来源有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投入、乡村集体个人筹资等方面。中央和地方

财政投资是灌溉建设项目资金筹措的重要途径，要在国家财政补助资金的引导下，区财政资金足额配套。

（八）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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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评价依据及环境保护目标，然后对环境现状分析，在对规划环境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时，要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水质的影响、对城镇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对施工环境的影响、更新改造施工期对灌

溉的影响以及规划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九）环境保护对策及环境监测

首先要制定环境保护对策，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环保工作机

制。在进行环境监测时，要建立灌区水环境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根据流域情况进行环境动态监测系统总体设计，运

用决策支持技术等方法进行环境预警信息系统设计。还要对不利影响进行消除。灌溉的环境不利影响主要为施工期废

渣、废水、噪音、尘土等。工程实际中可以通过废渣利用、集中弃渣、掩埋；对废水集中澄清排放；搅拌站等产生噪

音设备远离村庄，施工机械作业时间避免干扰正常休息时间等；对工地道路经常洒水等措施减轻或消除不利影响。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时，要对现有的灌溉方式进行改进，还要对节水灌溉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解决。因为节水灌溉属于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所以相关人员必须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

况，选用正确的节水灌溉措施，才能提高灌溉的效率，节约水资源。要对节水工程进行投资的估算，通过编制投资

依据，选用正确的估算方法，对总投资额进行估算，还要进行资金的筹措，然后才能进行工程的建设。相关人员应

该认识到这项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充分发挥节水灌溉技术的优势，才能促进工程进行更好的发展，带动区域内

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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