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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北方灌溉渠道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各种因素影响,导致我国农田水利灌溉渠道不能正常

运行,影响正常的农田灌溉,因此强化对北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和管理力度势在必行。本文主要对

北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和管理措施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促进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正常性运行,

保障农业生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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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irrigation channels in northern China, various factors often lead to the 

failure of irrigation channels in China, which affects normal irrig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channels in northern China.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irrigation channels in northern China, aiming at further promot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irrigation channels and ensur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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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也是我国的

经济支柱产业,对总体国民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农田水利灌溉

渠道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具有

重要的防干旱、抗涝功能,是提升农业

生产产量 ,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性途

径。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和管理对

农业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

其是在北方区域 ,河流较少 ,降水相对

不足,需要利用水利灌溉渠道进行人工

灌溉,保障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但是北

方冬季,天气寒冷,气温较低,土地冻结,

加大了树立灌溉渠道的维修难度。因

此 ,要结合北方寒冷天气特征 ,加大对

北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和管理

力度,保障北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稳

定运行。 

对计划用水的核定提出了要求,但是对

具体的核定方法均是模糊性质的描述。

现行的核定方法只是管理部门在长久

管理过程中延续下来的一个约定俗成

的方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也就为

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埋下

了隐患。因此,节水管理部门应以政府

规章的形式来对计划用水的核定进行

明确,不断推进计划用水管理的法制化

和规范化发展。 

3 结束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就水资源保

护和节约集约利用作出重要指示,而面

对人多水少,供需矛盾突出的现状,就

要求我们要全面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通过科学核定用水计划指标等方

式倒逼企业节约用水,高效利用,持续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

载能力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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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运行

问题 

1.1缺乏管理意识 

很多北方农民在使用农田水利灌

溉渠道过程中,认识不到对其进行维护

管理的重要性,缺乏维护意识,没有进

行定期检修和维护保养,导致渠道设施

出现损坏等问题,无法正常使用；此外,

由于农民意识不到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往往出现人为破坏

等现象。[1] 

1.2维护资金不足 

北方地域辽阔,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设施数量较多,分布范围较广,因此在对

其进行维护管理时,对资金的需求量比

较大。但是地方政府财政力量较小,对农

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资金支持不足,

而且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北方农田

水利灌溉渠道难以得到有效持续性的维

护管理。 

1.3管理机制不完善 

很多区域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

护管理责任主体不明确,往往在维护管

理中找不到专门的负责人,很多维护管

理制度难以在实践工程中得到有效落实,

一旦出现损坏问题,也没有人管理和维

修。[2]此外,部分农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

较低,难以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提供专

业性的维护管理指导等；在水利工程施

工中,施工技术、施工材料、施工质量等

不达标,引起后期使用质量问题。 

1.4北方维修管理季节问题 

由于北方农业生产中,耕种季节主

要是春季,养护时节为夏季,收获时节是

秋季,在寒冷的冬季,农田使用频率较低,

因此,在北方一般在冬季对灌溉渠道进

行维护管理。但是北方冬季寒冷,土地冻

结,灌溉设施出现冰冻现象,不仅难以开

展有效的渠道维护管理措施,而且如果

维护方式不正确,容易对渠道设施造成

损坏等问题。 

2 北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

策略 

2.1防治淤泥 

如果灌溉渠道内出现堵塞问题,影

响渠道的正常运转。在水流冲击作用下,

渠道内会残留一些泥沙,在长久的积累

下沉积起来,形成沉淀。[3]针对这种情况,

需要药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措施,

防止淤泥堆积拥堵渠道的问题。首先在

建设灌溉渠道时可以在渠道进水口安装

沉沙槽,并设置冲刷闸,实现水、砂分离,

避免在农田灌溉过程中,出现泥沙沉积

的问题,保障水流通常性。此外,还可以

通过提升灌溉渠道整体的泥沙输送能力,

泥沙输送能力与水流速度成正比,水流

越快,泥沙沉淀量越少,水流越慢,泥沙

沉淀量越多。因此,可以适当提升水流速

度,并确保水流匀速性,实现对渠道淤泥

的有效防治。 

2.2避免冲刷 

如果在灌溉过程中,水流速度过快,

其产生的冲击力超过了渠道自身的承

载力范围,容易对渠道内部结构造成损

坏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对渠道坡

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和调整,适当的

提升其陡坡度,实现调整比降值的作用,

可以适当的降低水流速度,降低对渠道

结构的冲击力和破坏力。[4]如果在水利

工程施工质量不达标,基础设备不稳固,

也容易在水流较快、冲击力较大的情况

下,对建筑物设备早层冲刷力,针对这

种情况,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要强化工

程施工质量,增加基础设施厚度和宽度,

强化其整体工程的稳定性,减少其被冲

垮的几率。此外人为因素的破坏也是引

起渠道冲刷、污染、损害的主要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要加强监管,加大惩罚

力度,强化人们的渠道保护意识和责任

意识。 

2.3渠道内渗透漏损维护措施 

如果长时间取缺乏科学合理的维护

管理,其基本结构容易受到损坏问题,并

引发淤泥、漏损、渗透等问题,不仅在灌

溉过程中浪费大量的水资源,而且影响

农田灌溉效率,不利于农业生产,也很可

能引起严重的安全事故。基于此,需要采

取有效措施,强化渠道渗透预防力度,优

化整体工程施工质量,采取现代化施工

手段,优化施工设计,创新施工建设工艺,

对防渗漏材料进行严格检验和把关,提

升其整体工程的防渗漏能力。此外,要注

重对渠道的日常维护管理和巡检,及时

发现渗漏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

理,强化渠道工程的整体质量。 

3 北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

策略分析 

3.1渠道维护管理意识 

农民是农田水利渠道设施的主要使

用者,在享受使用权利的同时,也同时肩

负维护和管理责任义务。为了强化北方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效果,需要提升

农民的维护管理意识,使其充分认知到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与其自身利益的

内在关系,强化其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的维护管理内在动力。要加大宣传和教

育,让农民主动学习水利渠道的维护方

法,并安排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实

践指导,积累实践经验,促进农田水利灌

溉渠道的维护管理有效性。此外,要加大

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培训,树立正确的农

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的重要性,让其对

灌溉渠道正常运行状态、出现问题时的

特征等进行明确,以便对其是否出现异

常进行精准判断,强化对农田水利灌溉

渠道的自觉性维护管理。相关政府部门

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向农民提

供及时有用的信息,保障农田水利灌溉

渠道应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强化日常

维护管理。[5] 

3.2加大资金投入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在我国农业经济

发展中占据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北

方干旱区域来说,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的需求量比较大,日常维护管理费用较

高,国家财政资金难以满足其日常运营

需求。因此,要加大资金投入,拓展资金

来源,保障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和管

理资金的充足性。可以申请国家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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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灌溉渠道的稳定运行提供充足资

金；地方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设置专项资金,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

护管理提供支持；积极调动民间资金投

入到灌溉渠道管理中来,加大资金支持；

可以利用公开招标的形式,吸引社会资

金投入进来；开展补旧建新的方式,对旧

的渠道进行翻新,构建完善的灌溉网络,

保障农业生产的充足性用水。 

3.3完善管理机制 

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管理维

护机制和制度,保障运行管理工作的有

序性开展；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制定

标准化的维护管理规范,确保在日常维

护管理中规范性使用；要加大宣传教育,

让农民对渠道的具体使用方法、规范等

进行全面了解,以便进行规范性使用；

要对经费预算进行科学使用；制定科学

合理的检查维护机制,对渠道运行情况

进行定期检查,确保其稳定性、可靠性

运行。 

3.4培养专业维护和管理人才 

专业的管理人才是提升农田水利灌

溉渠道维护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关键性基

础。因此,要注重强化对专业性人员的培

养,构建完善的人才组织,积极引进现代

化的最新技术,打造高水平的人才队伍。
[6]要注重提升管理人员的实践工作经验,

强化其综合业务能力；优化人才工作环

境,提升薪资待遇,并提供正式编制；要

注重加大宣传教育,提升当地农民的节

水意识,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日常维护

管理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解决,保障高效灌溉。 

3.5采取合理的灌溉维护时机 

结合北方冬季寒冷,但是其他季节

对灌溉渠道应用频率较高的现状,可以

制定科学合理的灌溉渠道使用机制,推

行灌溉渠道修养期,在农闲时节加大对

渠道的维修管理力度,既能保障渠道设

施的有效维护,也能减少对正常农耕生

产活动的影响,避免在冬季寒冷季节维

修管理的难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北方农业发展中,农田

水利灌溉渠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要结

合实际应用过程中,农田水利灌溉渠道

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并采取

有效性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和应对,确保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正常性运行,提升

水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产业的可持续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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