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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缺,水资源管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加强水资源管理,有利于实现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节约灌溉成本,改善灌溉水质,保障粮食安全,对农业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文章从水资

源管理对农田灌溉的影响、当前水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三个方面展开系统阐述与分析,以期

提高农田灌溉效果,推动我国农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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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trengthening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saving irrigation costs, improving irrigation water quality,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has a direct impact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on farmland management,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rrigation efficiency of farmland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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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对水资源需求量较大,受到气候、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水资源短缺、浪费成为制约农田灌溉与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

时,在实际水资源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管理体制欠完善、水资源供

给不足、农田灌溉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相关人员转变传统水资

源管理观念,站在农业的角度分析,制定管理制度,做好水资源保

护、推广节水技术、加强污染治理,提高水资源管理工作成效。 

1 加强水资源管理对农田灌溉的影响 

1.1有利于控制灌溉水量,实现节约用水 

在现有农田灌溉工作中,存在过度灌溉、灌溉不均等情况,

加强水资源管理,能够将农田灌溉用水高效利用起来,用少量的

水达到精准灌溉,缓解水资源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

开始使用无人机、传感器等设备进行农田灌溉与水量监控,针对

农作物类型与农田实际缺水情况,科学调整水资源分配量,进一

步控制灌溉水量,使水资源储备量较小的地区也能做到高质量

灌溉,不仅能够节约用水量,还能提高灌溉成效,推动农业经济

发展。 

1.2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解决缺粮问题 

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消耗量十分庞大,加强水资源管理,

选择合适的灌溉时间与灌溉方式进行灌溉,能够避免水资源浪

费[1]。农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要有所不同,过度灌

溉会导致土壤过湿,降低氧气供应量,农作物出现烂根、倒伏现

象,造成减产。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按照农作物生长情况分配

灌溉量,使农作物在关键生长阶段有充足的水分供应,起到提

高粮食产量的作用。合理的灌溉还能使农作物的根系吸收更

多养分,在同样的时间内,合理灌溉的农作物比其他农作物的

果实更饱满,质量更佳,为人们提供优质的粮食,提高我国粮食

总储备量。 

1.3有利于改善灌溉水质,缓解用水压力 

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各产业的发展,企业在生产中大量

排放废水,居民污水排放量也在逐年增加,再加上农民大量使用

化肥农药,三者共同作用下,造成水质严重污染。农田灌溉水质

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与成熟,水质过差可能会引发粮食安全

问题,影响农田生态环境。针对水质问题做好水资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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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源头与各环节控制水资源污染,在水资源管理制度与宣

传教育中,使工厂、居民认识到控制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放的

重要性,引导农业相关人员学习水污染治理的种种方法,使用低

毒性、低残留的化肥农药,从而减轻水污染程度[2]。根据各地水

资源分布情况,可以推进再生水开发,进一步缓解农业灌溉用水

压力,达到高效灌溉。 

1.4有利于节约灌溉成本,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当前农业水价偏低,导致很多农民意识不到水资源短

缺程度,认为农业供水成本低,农民普遍缺乏节水意识。还有部

分农民经济条件较差,认为灌溉是一项复杂的事情,需要考虑支

出分配问题。在水资源管理中,有关部门根据农民的想法以及节

约灌溉成本的实际需要,采用阶梯水价的方式收费,以免大幅提

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本。同样,水资源管理还会带动农村农田水

利设施的建设,用更加先进的设施、科学的灌溉机制帮助农民科

学灌溉、合理灌溉,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为打造多元化农田灌溉

管理新格局奠定基础。 

1.5能够提高农民重视度,树立节水意识 

在绿色、健康、可持续理念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意识到水资

源对各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水资源管理工作开始向合理利用

与高效节约方向转变。过去,农民在农业灌溉时主要凭借自身经

验进行,加强水资源管理,要求农民秉持科学灌溉的原则,可以

增强农民的节水意识。相关人员利用节水灌溉技术,引导农民参

与水资源与生态保护活动,可以进一步节约用水,切实推动我国

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协同环境。 

1.6能够应对土壤盐碱化,排除土壤盐分 

土壤盐碱化,即土壤中含盐量过高,碱性物质大量堆积,土

壤质量下降。土壤盐碱化环境中的农作物无法获取生长所需的

养分,出现生长受限、病害等不良症状,甚至导致农作物死亡。加

强水资源管理,使用滴灌、喷灌等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中盐

分含量。传统的农田灌溉方式常出现过度灌溉、不均匀灌溉的

情况,使得水分大量渗透至地下水层,导致土壤盐碱化程度越来

越严重,在水资源管理下,可以通过水量监测与精准灌溉减少水

分渗透量,避免地下水位过度上升,科学应对土壤盐碱化,保证

农作物茁壮成长[3]。 

2 当前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的现状 

2.1管理体制欠完善,公众管理积极性低 

水资源管理工作涉及面较广,水利、环保、农业、国土资源

等部门均有涉及,职责交叉,在出现问题时,各部门为了不担责

任或尽可能少担责任,互相推诿。就农业灌溉问题展开讨论时,

各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影响最终管理效果；农田灌溉中缺少健全

的监管机制,对工厂过量排污等情况处罚力度偏小,对个人不合

理用水、故意污染水资源行为约束程度弱[4]。还有部分较为缺

水的地区为了获取更多水资源,存在过度开发地下水或者超定

额用水的情况,地下水位不断降低,管理弱化；水资源管理离不

开公众的参与,然而,部分公众主动节水、护水意识不足,认为水

资源管理与自身影响不大,水资源管理应由相关部门全权负责。

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这一大环境下,很难具备保护水资

源的意识。 

2.2水资源短缺严重,供给难以跟上需求 

受气候等因素影响,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大,水资源短

缺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部分地区干旱现象严重,河水

流量较小,地下水位低,又在全球变暖中现有水资源大量蒸发,

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导致可供灌溉的水资源总量逐年变

少。然而,人口的增长、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增长,

农田灌溉面积变大,需要更多水资源用于农田灌溉,用来保证粮

食产量与质量。再加上农村地区多使用传统灌溉技术,无法根据

农作物实际需求精准灌溉,农田灌溉效率偏低,三者叠加之下,

进一步加重了农业灌溉用水负担,水资源短缺现象愈发严重,出

现恶性循环,需要相关人员加以关注,缓解供需问题,以免因水

资源问题阻碍农业发展。 

2.3水资源污染严重,农田灌溉效率较低 

工业是经济的支柱,在工业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水

中含有有机物、重金属等物质,具有强酸或强碱的特点,若将其

排放至河流、湖泊中,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污染,鱼虾等水生

生物大量死亡,将被污染的水用于农田灌溉,重金属物质在土壤

中累积,农作物枝叶、根系病变,强酸强碱烧根,各种有害物质被

农作物吸收,人们食用被污染的粮食后,肝脏需要分解大量有毒

物质,肾脏超负荷排毒,久而久之,导致肝肾损伤,还有一定几率

会损伤人们的神经系统；农民在施用化肥农药时造成水污染,

在畜禽养殖时未能及时处理废弃物,使农田灌溉用水中氮磷超

标；部分农村地区缺少必要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基础设施,

农民随意丢弃生活垃圾,也会影响到农田灌溉的效果,降低农田

灌溉效率。 

3 提高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成效的具体策略 

3.1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农民参与 

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实现高质量农田灌溉的前提。管理

制度就责任问题作出细致规定,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对职责交叉

部分责任所属作出详细划分,提高部门效能[5]。例如,水利部门

主要负责水资源调配,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与整修等,

环保部门主要负责水资源保护宣传、河流湖泊地下水污染治理、

工厂水污染监管等,农业部门主要负责保证农作物产量与农产

品质量、研发并推广新型节水灌溉设备、教授农民正确的农田

灌溉方法等,自然资源部对农业生产面积做出进一步规划,保证

农业用地的分布与数量等,做到各司其职；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良

好的沟通机制,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打造一个跨部门信息交流共

享平台,各部门就水资源管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打破信息孤岛,

共同解决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水资源浪费与灌溉效率不高

等问题,达到动态管理；各部门重视宣传工作,积极举办各类活

动,利用村民大会、村广播站、宣传栏等为农民讲解水资源管控

知识,或者由专人带领,让农民系统学习如何使用节水型灌溉设

备,学习如何处理生活垃圾,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在各部门与农

民的共同参与下,提高水资源管理成效。 



水电水利 
第 9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6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3.2做好开发保护,维持生态平衡 

水资源短缺是水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的重点问题,需要从开

源与节流两个方面出发,开源节流即开发保护,站在源头的角度,

管理人员可以从兴修水库、塘堰上入手,用于拦蓄洪水,合理分

配用于农田灌溉的水资源,同时减少水土流失,调节季节性水资

源。完善水利基建工程,推进南水北调,使用工程手段将南方水

资源充足地区的水资源引入北方、中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实现

跨区域灌溉。开发非常规的水资源,利用雨水收集设施在夏季雨

水丰沛的情况下储存雨水,冬季雨量较少时用储蓄的雨水灌溉；

在水资源保护上,划定一个农业水资源保护区,组建专门的监管

小组,监督工厂排污的情况,关注农民用水行为,提出具体规范,

严禁一切污染水源的行为,合理处理废水污水。修复生态环境,

做好农村地区的绿化工作,增加绿化面积,用植被涵养水资源,

维持生态平衡。 

3.3推广节水技术,加强农民培训 

为了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推广灌溉节水技术是很

有必要的。采用滴灌技术,由专业人士在农田中铺设滴灌管,用

滴灌管精准控制灌水量,使有限的水资源能够直达农作物根系

的土壤,减少蒸发,与地面灌溉技术相比,滴灌技术可以节约50%

以上的水,同时适应多种类型的土壤,尤其在复耕土地上,灌溉

效率更高；采用喷灌技术,在农田范围内用弥雾形式均匀喷洒水,

根据农作物实际情况控制给水压力,避免渗漏,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土壤的透气性,起到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的作用。同时,

喷灌时可以将水与农药、肥料相混合,具有精确性、节约性；采

用覆膜灌技术,基于地膜,通过渗水孔、放苗孔进行引水,包括膜

上灌与膜下灌两种方式,适用于较为干旱的地区,高效利用水资

源；做好农民培训工作,邀请农业专家、技术员为农民现场培训,

学习高效灌溉理论知识,体验新型节水灌溉技术,从体验中感受

其优势,提高农民学习积极性。为农民提供帮扶,由专人为农民

安装滴灌、喷灌设备,做好相应调试；在政策与资金上提供帮助,

为农民发放新设备灌溉补贴费用,从而降低农民农业生产的成

本,用技术引领农业发展[6]。 

3.4加强污染治理,改善灌溉水质 

加强污染治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规避粮食安全问

题。用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工厂企业排污行为,设定具体的污水

排放标准,污水必须达到标准值才可排放,若超过标准值,将遭

受执法部门的严厉处罚,轻则罚款,重则停业整顿,从而使工厂

企业认识到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从农业方面控制污染,使用低

毒肥料与农药,引导农民学习生物防虫的方法,做到绿色生产。规

范农民畜禽养殖行为,科学处理畜禽排泄物,建设沼气池,使用

堆肥等方式将其转化为可利用肥料；对于个人,在农村地区合理

配置垃圾处理点,禁止乱丢垃圾,以免垃圾进入河流湖泊污染水

源；做好污染监测工作,利用信息设备长期监测农田灌溉水质,

一旦发现水质异常,立即处理,确保农田灌溉用水清洁、安全。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与生态背景下,相关人员应认识到水

资源管理对农田灌溉的影响,加强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力度,针

对当前水资源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各部

门沟通协作,制定科学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从开源与节流两个方

面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积极推广滴灌、喷灌等新技术,关注水

体水质情况,做到高质量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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