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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水资源日益紧张,农田水利节水已成为提升灌溉效率、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议题。虽

然节水灌溉技术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当前人口众多、农业发展需求大的情况下,农田水利工程作

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环节,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中

的问题主要包括水资源浪费、灌溉效率低下、灌溉设施老化、灌溉水平不精准、农户节水意识和技能

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灌溉水利节水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进行分析,以提高

农田水利的利用效率,降低水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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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hortage of global water resources, water saving i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improve irrigation efficiency and ensure food security.Although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to be 

solved,as a key link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rge population 

and larg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The problems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mainly includ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low irrigation efficiency, aging irrigation 

facilities,inaccurate irrigation level,and lack of water-saving awareness and skills,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the 

actual effect of water-saving in irrigation.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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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对提高农作

物产量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作

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灌溉效率的提高。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节水灌溉技术能够有效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定向浇灌技术和定量施肥技术能

够解决水肥耦合的问题,实现养分和水分的平衡；加强水利设施

管理和维护可以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益,降低滥用和损耗；科学的

监测和评估手段可以实现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全面管理和控

制。通过有效地解决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提高

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 

1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存在一些设施老化的问题,主要表

现为灌溉设备老旧、管道水泵堵塞等。例如,某县的灌溉系统中,

水泵的平均使用年限已达20年以上,部分管道出现了漏水现象,

严重影响了水利灌溉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措施进行

设施的更新和维护,定期检查设备,及时更换老化设施。由于缺

乏有效的水量测算和调控手段,导致部分农田的灌溉水量过

多或过少,浪费了大量水资源[1]。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对

农田水量的监测和调控,可以利用遥感技术、气象资料等手段

进行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并加强对农田灌溉水量的监测

和管理。 

另外,由于农田周围存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导致灌溉水中的农药残留较高,严重影响了农田水质。为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实施农药、化肥的科学合理使用,加强对农田灌溉

水质的监测,做好水质治理工作,提高农田水利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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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由

于农田水利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和人员,导致农田水利管理体制

不够完善,存在职责不清、工作重复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建立健全的农田水利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

分工,加强协调合作,提高农田水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2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技术研究 

2.1节水灌溉技术的分类与原理 

节水灌溉技术是一种在农田水利节水灌溉领域中应用广泛

的技术,它可以有效地提高农田水利的利用率,降低资源的消

耗。节水灌溉技术的分类与原理是指根据其工作原理和应用方

式对节水灌溉技术进行细分和分类。在实际应用中,根据不同的

要求和条件,可以选择不同的节水灌溉技术,以达到最佳的灌溉

效果。 

节水灌溉技术根据其工作原理的不同可分为滴灌、喷灌和

渗灌等。滴灌技术是一种通过将水以滴水的形式直接送到植物

根部的灌溉方式。该技术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流失,提高水的

利用效率。喷灌技术是一种通过将水以喷雾的形式均匀地喷洒

到植物上方的灌溉方式。该技术可以降低水分的损失,并且可以

使植物的叶面得到湿润。渗灌技术是一种通过将水以渗水的形

式渗透到土壤中的灌溉方式。该技术可以减少水的蒸发和流失,

提高水分的利用效率。 

根据其应用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地下滴灌、地表滴灌和管道

灌溉等。地下滴灌技术是一种将滴水器埋设在土壤中的灌溉方

式。通过该技术,水可以直接送到植物的根系,减少水分的损失,

并且可以避免水分对植物的有害影响。地表滴灌技术是一种将

滴水器放置在地面上的灌溉方式。该技术可以使水以滴水的形

式均匀地滴洒到植物根部,降低水分的蒸发和损失。管道灌溉技

术是一种通过管道将水送到作物根部的灌溉方式。该技术可以

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泄漏,并且可以实现水的定量供应。 

2.2灌溉技术的适用性分析 

灌溉技术的适用性直接关系到农田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实施

效果,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农作物,选择合适的灌溉技术是

十分重要的。在灌溉技术的选择中,需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1)地下水资源的状况。地下水资源是灌溉的重要水源之一,

地下水资源的充足程度和水质水量对选择灌溉技术有一定的影

响。当地下水资源充足而且水质较好时,可以采用滴灌和微喷灌

等节水灌溉技术。而地下水资源欠缺或者水质差的地区,则可以

采用旱作和雨水利用等灌溉技术。 

(2)土地利用情况。不同的土地利用情况对灌溉技术的要求

也有所不同。对于坡地和低洼地等地形条件复杂的区域,可以选

择洼地灌溉和山坡地利用等技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灌

溉效益。而对于平地地区,可以采用平面灌溉和单元灌溉等技术,

提高用水效率。 

(3)农作物的特性。不同的农作物对水的要求是不同的,因

此在选择灌溉技术时需要考虑农作物的特性。比如蔬菜、果树

和花卉等作物对水的要求比较大,可以采用滴灌和喷灌等经济、

高效的灌溉技术。而谷物和油料等作物对水的要求相对较低,

可以采用渗灌和旱作等技术,以减少用水量。 

2.3节水效果与影响因素 

合理设置灌溉的缺水定额是提高节水效果的关键。根据作

物需水量和土壤蓄水能力,合理确定缺水定额,避免过度灌溉和

浪费水资源。采用高效灌溉技术是提高节水效果的重要手段,

高效灌溉技术包括滴灌、喷灌、微喷灌等,可以精确控制灌水量,

减少水分流失和蒸发,从而提高灌溉水利用率[2]。另外,合理调

控灌水时间和频率也是提高节水效果的关键。通过科学地确定

灌溉时间和频率,避免水分的过度供应和浪费,达到节约用水的

目的。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以

下几点： 

(1)土壤含水量。土壤含水量越高,植物吸收的水分就越多,

灌溉效果就会降低。因此,合理控制土壤含水量,使其处于适宜

的范围内,对于提高节水效果非常重要。 

(2)气候条件。气温、湿度、风速等气候因素的变化都会影

响植物对水分的需求和土壤的蒸发蒸腾速率。因此,在不同气候

条件下,需要采用相应的灌溉措施,以保证节水效果的达到。 

(3)土壤类型和作物品种。不同土壤类型和作物品种对水分

的需求和利用效率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农田节水灌溉时,需

要根据具体的土壤类型和作物品种采取相应的灌溉措施,以达

到最佳的节水效果。 

3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对策分析 

3.1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 

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在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中起着重要的指

导作用。首先,政策法规的制定可以促进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

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政策法规是国家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

工作进行指导的具体措施,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

约束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行为。例如,制定了《水法》、《水利

法》,明确了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原则和要求,为农田水利节水

灌溉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标准体系的建立可以为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提供科学的

技术支持。标准体系是针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工作制定的

一套技术标准和规范,包括了节水灌溉技术标准、设备选型标

准、施工标准等内容。标准体系的建立可以提高农田水利节水

灌溉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例如,

制定了《农田节水灌溉技术标准》,规定了农田节水灌溉的技

术要求和操作流程,为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提供了具体的

操作指导。 

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的完善还需要政府、农业部门、科研

机构等多方合作。政府应加大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的支持

力度,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

的监督和检查。农业部门应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

节水意识和技能水平,推广科学合理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科

研机构应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提出更加先进的农田水利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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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管理方法和技术,为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只有加大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标准体系的建设,才能够有效推进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农田水利

节水灌溉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3.2灌溉管理与运行机制 

灌溉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浇水时间

的不合理安排。由于传统的浇水方式往往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很

容易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其次是浇水量的不合理。有时,农田的

土壤水分并不需要太多,但由于经验不足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导

致过量浇水。最后是缺乏监测和控制手段。传统方式下,在农田

灌溉过程中无法及时获取土壤水分信息,难以准确掌握土壤含

水量的变化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的管

理措施。首先是科学制定灌溉计划。通过科学的方法,确定不同

作物在不同生育期的灌溉需水量,然后制定灌溉计划,并合理安

排灌溉时间,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3]。其次是建立监测系统。

通过在灌溉区域布设土壤含水量监测点、气象仪器和水位传感

器等装置,可以实时监测土壤水分、气候变化以及河流水位等信

息,从而及时作出调整。此外,还可以采用智能灌溉技术。通过

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灌溉技术相结合,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灌溉管理,提高灌溉效率,降低水资源消耗。 

在灌溉运行机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缺乏统一

的运行标准和规程。不同的农田水利单位运行管理存在差异,

导致工作效率无法保障。其次是缺乏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各

单位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导致经验和信息的隔离,无法形成统

一的灌溉管理措施。最后是对灌溉机械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不到

位。由于使用时间长、操作频繁,灌溉设备容易出现故障,而缺

乏及时修理和维护,使设备寿命缩短。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

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是建立统一的运行标准和规程。通过制

定统一的管理制度,规范灌溉运行流程和工作要求,提高管理效

率。其次是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建立农田水利灌溉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促进经验和信息的共享。最后是加强设备维护和保养。定期

对灌溉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及时处理故障和损坏,延长设备使

用寿命,提高工作效率。 

3.3农户参与与技术推广 

在技术推广方面,存在着技术推广力度不够和推广途径单

一的问题。目前,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电视、广

播、报刊等媒体以及农技人员的宣传推广。这种传统的推广方

式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难以覆盖到每一个农户。另外,现

有的推广途径过于单一,无法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需求,

由于推广力度不够和推广渠道有限,导致节水灌溉技术无法全

面普及和推广[4]。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采取以下解决措施。首先,

要加强对农户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他们对于节水灌溉的认识。

可以通过开展农技培训班、技术交流会等形式,向农户普及节水

灌溉技术的重要性和效益,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节水观念。同时,

还可以鼓励农户参与实地示范,在实践中感受和学习节水灌溉

技术的操作方法。然后要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拓宽推广渠道。可

以通过建立示范农田、示范农户等形式,向其他农户展示和演示

节水灌溉技术的效益和操作方法。可以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技

术,开展远程教育和远程指导,通过网络平台向农户传播节水灌

溉技术的知识和技能。还可以加强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技推

广机构等的合作,共同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形成多元化、全方位

的推广网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中主要存在水资源利用效率

低下、频繁的水肥耦合、管理和维护水利设施困难、缺乏科学

的监测和评估手段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可采用高效节水的

灌溉方式、加强养分和水分的调控研究、提高水肥利用效率、

完善水利设施管理和维护机制、提高设施的使用寿命和效益、

深入研究监测和评估手段,实现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精细化

管理,推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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