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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某县在对当地水文地质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部分区域在开展小型农田种植的过程中存在水

资源短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结合当地地形特点开展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并预计在完工之后灌溉面

积可以增加至81hm²。在工程建设初期,需要先对该工程河道堵塞情况提出合理的疏通措施,进而建设U

型管道完成水流引导。整体施工环节应做到明确责任机制,为各个环节的稳定开展提供基础保障。工程

竣工后,管理人员要及时对竣工资料展开统计分析,组织竣工验收并完成工程档案的建立。为进一步巩固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应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以县级集体组织为主要载

体的工程建设运作模式,同时也为整体工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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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trateg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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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local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a county,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small-scale farmland cultivation in some reg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channel according to the local topography, and the irrigation 

area can be increased to 81hm2 after comple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put forward 

reasonable measures to dredge the blockage of the river in the project, and then construct U-shaped pipeline to 

complete the flow guidance. The whole construction link should make clear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and 

provide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each link.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the 

management personnel should carry out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ompletion data, organize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mpletion and comple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ject files. In order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impac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 construc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 project construction operation 

model should be l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and county-level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as the main carrier, while also providing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overall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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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灌溉管理工作长期缺少系统性建

设思想,整体工作过程存在明显的盲目性与不科学性,管理手段

十分粗放,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标准很低,整个灌溉管理过程无

法实现水资源的科学利用。此外,多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标

准很低,灌溉管理环节无法实现水资源的科学利用,且建设规模

盲目扩张,不注重先进技术的有效使用。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农

田水利灌溉多以大水漫灌为主,水资源被大量浪费,投入与产出

不平衡,这种现象也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

今,我国在农田灌溉运行维护层面缺少系统且完善的管理体系,

即便部分区域已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与管理

手段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多漏洞,工作分工不明晰、任务分配不

合理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水

资源分布不够均衡,农作物及粮食主产区存在严重的水资源供

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同时,水利工程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各

项工作缺少监督与管理制度,各类新技术的整体推广力度不足,

水资源浪费现象十分常见,农户与基层农业部门的节水意识与

创新意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1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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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对于推进农业发展将起到十分

关键的作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一直以来,我国农业

生产活动的开展都一定程度上受到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的

影响,特别是对缺水地区来说,农业灌溉面临着较大的难度。而

强化农田水利渠道工程的修缮,有利于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分配

与合理调用,进而可以通过完善渠道工程来满足区域农业生产

的灌溉需求,达到增产增效的目的。除了有效解决水资源不足的

问题以外,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还有助于为农作物提供良好

的生长环境,严格把控水资源输送和调配过程,提高用水秩序的

稳定性。因此有必要结合地区的实际需求开展工程建设。 

2 农田水利工程设计中的渠道设计原则 

2.1科学性原则 

农业水利工程渠道设计过程必须满足工程设计科学性、合

理性的要求,做到总体布置全面、合理等。相关设计人员在设计

之前要充分了解实施工程区域的实际情况、工程项目的功能作

用,考虑灌溉区域水资源平衡,提前进行施工现场的勘探,提供

科学可行的设计方案,避开危险地段,确保顺利施工。 

2.2因地制宜原则 

修建渠道需要因地制宜,实现水资源的 优分配与利用,更

好地保护原有的农田结构。要严格按照提前所勘探的当地的实

际地形和地势,了解当地的水量、农田的实际分布情况,对农田

水利工程所在的施工区域采用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方式进行渠

道设计, 大程度地降低成本。渠道的设计要本着“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避免工程项目施工与日常运营噪声对周边居民的

日常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 

2.3安全性原则 

在水利渠道设计过程中要尽量避免高危险的施工地段、深

挖方、高填方,以确保水利渠道设计能够正常使用。 

3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的管理策略 

3.1做好工程准备工作 

在正式施工之前,要先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包括对交底进

行进行复核、对原地面进行复测等,保证施工资料的完备性。在

水利中心的把控下,做好施工放样、施工设备方面的准备、施工

前的测量工作等,保证各项测量仪器的精密性与各项参数的精

确性,进而确保实际施工可以与图纸设计保持一致,并获得可靠

的数据信息。做好现场的保护工作,严格对图纸数据进行校验,

避免后续施工出现较大偏差。水利中心应做到精心组织、合理

安排,避免各工序之间出现互相干扰的问题。保证工程可以严格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顺利实施,带动施工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的提升。水利中心还应做到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保证

工程任务的高效优质完成。 

3.2强化各环节施工管理 

3.2.1围堰施工管理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运行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渗水的影响,因

此有必要开展相应的围堰工程,按照堰顶宽度2.0m、内外坡坡度

比例1:1的标准进行施工,同时做好排水工作。在渠道工程施工

过程中,排水措施的应用应确保与当地地质情况相适应,以 大

限度上提升排水方案的可行性。开展围堰的构筑施工可以依靠

开挖土方料来实现,并在工程完工后对其加以拆除,可以采取分

段拆除的方式来有效提升整体工程的有效性。 

3.2.2土方开挖施工管理 

在进行土方开挖之前,施工人员要先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

如果施工场地的腐殖土、软土较多,则需要先换填素土并将其夯

实,随后就渠道工程的建设可以正式开展土方开挖工程。确保土

方开挖与质量要求相适应,进而采取分区分段的模式来提升施

工的合理性与有序性,避免对工程质量、进度、成本造成不良影

响。基于施工区域的地质环境采取合理的施工方法,相关人员要

对工程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测,避免因设备设施问题而影响

施工的顺利推进。确定开挖边线后就可以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

其清理范围应超出边线5m左右,整体环节测量员应加强与施工

人员的交流沟通,做好施工现场的技术交底工作,一旦出现问题

应做到及时反馈,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以 大限度提升开挖

环节的可行性。而对于夯实环节来说,则需要重点控制因含水量

过高而导致夯实不到位的问题。施工现场环境及气候因素都会

直接影响含水率,一旦含水量过大则有可能引发不均匀沉降的

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施工人员要及时做好表面清理工作,并

通过推土机等设备进行铺筑,在采用分段铺筑工艺的时候还要

注重做好相应的压实处理。 

3.2.3混凝土施工管理 

目前,农田水利渠道工程规模与数量均处于明显上升趋势,

渠道施工线路具有面窄、线长等特点,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效果

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全质量。因此,作业实践期间应加强混

凝土施工控制。作为此类渠道工程的主要施工环节,要把握的管

控要点：(1)材料、模板的检查与保管。首先,结合工程设计图

纸检查钢筋尺寸、规格与外观,并将其存放至干燥区域,避免空

气环境(温湿度)对其质量造成影响。其次,检查模板,判断其是

否存在变形现象,确保其表面光滑、干净。再次,做好U型槽的夯

实工作,避免出现堵塞的情况。 后,加强混凝土材料性能检查,

开展规范的现场材料检测工作。由于混凝土材料较多,性能稳定

性较差,为保证混凝土整体施工质量,应对混凝土性能予以严格

把控,砂率不可小于40%,坍落度控制在180～220mm范围内。由于

水泥对混凝土质量具有关键性影响,因此应规范检测水泥性能,

结合工程实际需要对水泥用量严加控制,避免严重水化热现象。

必要情况下,可以投入适量外加剂。(2)围绕施工关键加强组织

管理与过程质量监督。施工现场的组织管理能够充分使精细化

管理方法融入至工程建设管理中,因此,应围绕混凝土施工环节

加强组织管理与过程监督。比如钢筋构件焊接工序,采用闪光连

续对焊技术将绑扎好的钢筋(直径大于16mm)相连接,管理人员

应对接头数量进行控制,构件受压区接头数量应在50%以下,构

件受拉区接头数量控制在25%以下,或是混凝土拌和、运输工序,

应加强过程监督。加强混凝土浇筑连续性管控,尽量不中断施工,

即便中断也要对时间进行控制,待作业完成后立即开展验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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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确保每一道工序达到验收标准。 

 

图1 水利工程U型槽 

3.3完善管理养护与质量控制 

在开展相关工程建设的时候,要构建起完善的管理养护与

质量控制体系,确保可以在农田水利渠道工程投入使用后提高

整体运行效率。对于管理养护与质量控制体系来说,主要涉及到

以下方面的内容：首先,相关人员应根据农田水利渠道工程运行

负荷、运行状态、运行环境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确定养护计划,

提出明确的养护周期,确保工程项目可以一直处于一个稳定的

运行状态；其次,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建立专门的管理养护队伍,

同时针对相关管理养护人员落实相应的培训与教育机制,提升

其专业水平与责任意识,引导其充分认识到农田水利渠道工程

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再次,在实际开展农田水利渠道工程管

理养护的时候,需要做到以人民群众为根本,保证管理养护人员

可以在明确相关经济权利、经济责任的基础上展开工作,并落实

与之相适应的奖惩机制来调动其积极性；管理养护人员要注重

日常的巡护与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应第一时间提出相应的解决

方案,避免影响到整体工程的正常运行,降低相关水利渠道工程

事故的发生概率； 后,应针对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加大投入力度,

结合其实际需求补充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在此过程

中,相关人员应在辅助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提升对水利工程建设

的重视程度,针对灌溉末级渠系、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等进行科学

改造,尽可能提升其应用效果与节水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在开

展农田水利渠道工程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引入更多先进的新工

艺、新材料、新技术,发挥板膜复合等技术优势,显著提升水渠

防渗、防冻能力,促进其使用寿命的延长。可以将滑膜推移技术

等引入到实际施工建设中,以有效减少各个环节的工程量,为提

升渠道运行效率提供保障,确保水利项目可以在农业生产中发

挥出更大的优势。 

3.4防渗施工管理 

渠道施工管理直接关系到农田水利工程的利用效率。为此,

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一是选派专业知识更强的

工作人员进行材料采购工作,选择质量好、防渗性能强、更经济

合适的施工材料；二是开挖渠道或者填补渠道时,工作人员要因

地制宜,施工单位要派遣专人进行现场督察；三是采用按照要求

进行专业配比的混凝土来填充并修补施工,保障施工质量；四是

做好科学排水系统的设置工作,防止渗漏。 

3.5衬砌板加工预制管理 

在施工过程中,要加强对施工材料的管理,保证材料相对比

较硬的性能和适中刚度。为此,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确保施

工建材损耗 小、 大程度发挥效益,减少建材对工程施工质量

及进度方面的影响；选用良好、经济、合理的施工材料,尽量规

避不合格建材出现在施工场地；施工过程避免安全隐患的出现,

并及时地对施工材料进行防护养护,防止施工过程中出现任何

质量或者是安全问题,影响工程进度。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不仅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有助于带动经济效益

的提升。在实际开展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应结合地区发展实际需

求落实相应的管理策略,从准备、施工、后期养护等环节出发来

强化工程项目各阶段的管理, 大限度提高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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