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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对于农田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田灌溉的过程中,应进行正常灌溉,

不宜过多或者过少,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本文主要分析了农田水利渠道渗漏的原

因,提出了农田水利渠道防渗的措施,并加以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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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匀,部分地区水资源紧

缺,为了实现农田灌溉的需求,则需要做好农田水利建设工

作,大力修筑渠道工程,对农田灌溉量进行合理调节,满足农

作物水资源需求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节约。但现阶段我国

农田水利渠道还存在渗漏问题,不仅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而

且影响地质情况。对此,需要采用防渗技术和相关措施,从而

有效解决渗漏问题,增加渠道的使用时间,充分利用水资源,

并有效降低成本,进而推动农业的发展。 

1 造成农田水利渠道渗漏的原因分析 

1.1地质影响因素 

我国地域辽阔,涵盖了多种地质情况,不同地区的土质

状态也有所不同。在进行渠道建设过程中,土质状态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渠道的建设质量,也是造成渠道渗漏的原因之

一。具体来说,在一些偏远地区,地质情况比较复杂,加大了

渠道修建的难度,再加上交通不便、资金不足等原因,渠道工

程建设会直接采用当地的土体。但部分地区为土质为砂砾土,

其具有密度不高的特点,导致渠道建设的质量不高。完成渠

道建设后,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地下水可能透过土体反渗上

来,多次反渗会破坏渠道的粘结性,从而对其牢固性造成一

定的影响,最终导致渗漏问题的出现。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浇

灌后或者雨后,具有突发性特点。 

1.2生物影响因素 

就农田水利工程来说,一般都处于田地间,因农田间有

许多生物的存在,给农田水利工程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来

说,在农田水利工程的长期运行中,常常受到一些生物的破

坏,比如老鼠、白蚁等穴居动物,最终导致渠道出现渗漏现

象。起初,在这些生物的破坏下,孔洞可能较小,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灌溉次数的增加,渗漏的水会对孔壁进行不断冲刷,

逐渐扩大了渗漏通道,一旦遇到暴雨天气,渠道渗漏情况将

会进一步恶化,严重的话,会造成坍塌事故[1]。 

1.3农田水利工程设计人员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设计是施工的重要前提,设计图纸可作为施工的指导性

文件,设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工程的整体质量。就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来说,部分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阶段未深入了

解当地的地质情况,使得渠道设计缺乏规范化,在后期的施

工和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质量问题。比如在雨水比较集

中的时期,地下水位会呈现上升趋势,由于设计质量不高,在

渠道上下水压差的作用下,可能会破坏渠道的结构,造成渠

道出现渗漏现象。 

1.4未按照施工规范进行施工 

现阶段,我国存在许多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技

术含量相对较低,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为了节省建设成本,

会由一些小型施工队伍来承包工程。但这些小型施工队伍人

员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质量意识,在施工过程中,并未

严格按照工程施工规范进行施工,甚至出现多道工序衔接不

到位等情况,影响着农田水利渠道的施工质量。因施工质量不

高,渠道结构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在长期的渠道运行过程

中,会进一步降低渠道结构的稳定性,导致其出现质量问题,

比如裂缝、断裂、塌陷等,最终造成渠道渗漏的情况。 

1.5维修养护管理不到位 

为农田灌溉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主

要目的,该工程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当完成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后,为了更好地发挥该工程的作用,在水利工程相关渠道或

者设备停运期间,应对其加强维修与养护,从而延长渠道的使

用年限。但对于部分农村地区来说,对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视程

度不够,未对其进行有效的维护管理,使得渠道在长期使用过

程中,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逐步降低了渠道的功能性,

最终导致渠道结构的稳定性降低,出现渗漏现象。 

2 增强农田水利渠道防渗的措施探究 

2.1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设计质量 

设计阶段是工程建设的重要阶段,农田水利工程也不例

外。在农田水利工程设计阶段,相关设计人员应调研和考察当

地的农业实际状况,了解当地的地质情况和水文特征,然后对农

田水利工程进行总体规划部署,合理地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布局,

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发挥农田水利工

程的效能。需要注意的是,要对当地的土质进行分析和研究,从

而制定针对性的设计方案,进而避免渠道渗漏情况的发生。 

2.2土料防渗措施 

土料防渗是原来普遍应用的一种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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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步与发展,该技术应用较少,逐渐被一些先进的防渗

技术所代替,现阶段其只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内使用。土料防

渗的操作方法为：利用基础的涂层材料,通过涂抹的方式来

增加土层的厚度,从而实现防渗的目标。该种方法具有材料

选取方便、施工成本低等优势,其缺点为抗冻能力低、施工

配水率标准高、养护成本高等,适用于气候温和的地区。 

2.3混凝土防渗措施 

混凝土是一种混合型材料,是工程建设中常用的一种材

料。采用该种材料进行防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防渗的

效果,因为混凝土能够适应复杂的环境、气候条件,因此混凝

土防渗也是相对先进的一种防渗技术。混凝土防渗的操作方

法为：首先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混凝土的配置、搅拌

等,其次进行混凝土的浇筑、振捣、养护等,从而保障混凝土

达到强度要求,进而发挥更好地防渗效果。采用混凝土防渗

技术,能够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抗压性,且易于后

期管理,在实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 

2.4膜料防渗措施 

就膜料防渗技术来说,其是借助一些塑料薄膜和土工膜

来完成防渗层的建立,并在防渗层上面加上保护层,在满足

农田灌溉需求的同时,有效防止了渗漏的发生。该种防渗技

术具有操作简单、防腐性能好、防冻性能好的优点,在多个

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防渗技术也存在一些的缺点,即

稳定性较差、抗穿刺能力弱、使用寿命较短,所以在使用该

种防渗措施时,要做好后期的管理工作,对其进行定期检查,

以保障最佳的防渗效果。 

2.5沥青混凝土防渗措施 

对于一些寒冷地区,应采用沥青混凝土防渗措施,因为该

技术具有良好的防冻性能,从而能够有效提升防渗效果。与其

他技术相比,沥青材料具有耐久性、稳定性,在其与混凝土的共

同作用下,能够进一步提升渠道的防渗性能。沥青混凝土防渗

的主要操作方法为：首先高温处理沥青材料,使其融化,与混凝

土混合,然后将其灌注到渠道出现渗漏的缝隙、孔洞中,或者灌

注到易产生渗漏的部位,从而加强渠道的抗冻性能和防渗性能。 

2.6加强施工质量控制,强化维护管理 

为了有效控制农田水利工程的质量,应将工程承包给经

验丰富、质量意识高的施工队伍,从而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规范流程进行施工,保障工程的施工

质量,使其达到工程的规范要求。另外,还要强化农田水利工

程的维护管理,可组建农田水利工程维护管理小组,定期检

查水利工程的渠道和设备,及时解决渠道的裂缝、空洞等问

题,及时更换老化设备,从而有效避免渗漏的情况发生[3]。 

3 农田水利工程防渗措施应用实例 

以新疆三屯河农田灌溉防渗为例,对农田水利工程防渗

措施进行探究。 

3.1三屯河灌区概况 

三屯河灌区位于新疆天山北麓中段,北部与布克赛尔县、

福海县相接,南部与天山的阿斯克达板山、静等县相连,东部

与头屯河灌区接壤,西部与呼图壁荷灌区相邻。辖区总面积为

8044km2,东西宽、南北长分别为31km、260km。三屯河河长

102km,集水面积约为1626km2。三屯河灌区地形比较复杂,包

含山区、平原、沙漠等,该灌区地表水资源年内分配不均,其

主要集中在夏季6～8月,约占全年水量的68%。近年来,随着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渠道防渗工程的得到了

应用,使得灌区渠道发生了改变,水资源的利用率有所提升。 

3.2渠道防渗措施的应用 

3.2.1渠道衬砌断面形式、结构形式的选择 

渠道采用了“U”形渠槽衬砌断面形式,有利于小断面支

渠的应用；断面形式采用的混凝土弧形坡脚梯形或者弧底梯

形,比较适用于分干、支渠。该灌区渠道防渗工程结构形式

有多种,主要有砌石渠道,适用于干渠、支渠；预制混凝土板,

适用于农渠、斗渠；现浇混凝土板,适用于干渠、支渠；U

形衬砌,适用于农渠、斗渠、渡槽,如下图1所示： 

 

图1  U形衬砌结构形式图 

3.2.2渠道防渗施工技术 

就防渗施工来说,其施工程序如下：测量放样→拆除旧

渠→渠基开挖及填筑→埋设排水暗管→渠道基础轮廓线找

平夯实→戈壁垫层填筑轮廓找平夯实→铺设复合土工膜→

混凝土板衬砌现浇→伸缩缝处理→混凝土养护。在此过程中,

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渠道防渗

工程的施工,从而保障施工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加强了渠道

工程的维修管理,保障渠道使用寿命的增加。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田水利渠道出现渗漏现象,不仅破坏了渠

道的结构,而且浪费了水资源,因此要找到渗漏发生的原因,

采取有效措施,从而达到防渗的效果。在实际渠道防渗施工

中,可采取混凝土防渗、膜料防渗等多种措施,从而更好地发

挥渠道的作用,进而推动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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