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Explor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程技术探索(10)2023, 5

ISSN:2737-4114(Print) 2705-1242（OnIine)

-89-

农田灌溉泵站管理研究
阿勒腾古丽·吾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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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发展与农田灌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在推进农田灌溉建设的同

时，要做好农田灌溉后期泵站的规范管理工作。农田灌溉泵站是农田灌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抗旱灌溉、防汛

排水等生态工作中，在人们日常用水和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农田灌溉泵站的安全运行和管理，对

管理中不科学、不合理的制度进行调整，改进农田灌溉泵站的设计等工作，培养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专业技能，

保证农田灌溉泵站的安全运行，实现农田灌溉泵站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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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田灌溉泵站功能分析

农业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其发展对国家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灌溉泵站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有利

于调节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灌溉问题。合理的泵

站可以有效地促进相关地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农业

发展的经济效益，保证农民的收入，保证中国粮食生产

的供给。因此，农田灌溉泵站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应加强对其日常维护和运行管理的重视。

2.农田灌溉泵站管理中的问题

2.1.工作效率低

国内农田灌溉泵站管理缺乏相关经验，管理不够科

学。管理标准标准化程度不够，导致很多设备运行存在

风险，工作效率相对较低。此外，在工程设计方面，没

有与项目的实际环境相结合，勘察强度不足，设计人员

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容易出现设

计失误。此外，设计单位在项目总体设计过程中缺乏施

工安全质量管理。以上问题的出现，对农田灌溉泵站的

安全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增加了管理难度。在实际工

作中，农田灌溉泵站设备没有及时维修，导致长期运行

中出现老化现象。管理单位为了降低成本，没有及时对

设备进行维修，导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隐患。

2.2.管理不合理

在农田灌溉泵站的安全运行中，有必要加强相应的

管理。不合理的管理会影响工程的整体质量和企业的效

益，给农田灌溉带来安全隐患。目前，国内一些农业灌

溉泵站虽然建立了安全管理制度，但在管理上仍存在问

题。如农灌泵站设备维修人员未严格按照设备维修管理

制度的要求，管理人员对农灌泵站安全管理制度了解不

足，工程管理单位未对管理人员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未定期进行安全管理制度培训等。以上问题的出现增加

了管理成本，整个项目管理也会蒙受损失。

2.3.人员容量不足

工作人员是农田灌溉泵站的管理主体，对农田灌溉

泵站的安全运行和管理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工

作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但是，有

些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缺勤等情况，说明安

全意识不足，给管理增加了困难。

2.4.技术水平不足

在农田灌溉泵站的管理中，许多问题与技术水平不

足密切相关。许多农业灌溉泵站，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农

业灌溉泵站，由于没有引进先进的技术，导致技术水平

相对较低，导致农业灌溉泵站的管理脱离现实，无法满

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去了管理的意义。

3.解决方案

3.1.提高设计的规范化

泵站的设计关系到泵站的后期运行。目前，应根据

农业领域泵站的使用和运行需要提供设计标准。应根据

国家泵站设计规范调整设计思路，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

设计，提高泵站设计的有效性。目前，在水利工程设计

中，有必要收集农业生产对泵站使用的需求，整理过去

泵站设计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合理的设计方案。在泵站

的设计阶段，在内部修改不能提高泵站运行稳定性的情

况下，需要适当拆除一些泵站结构，以确保泵站符合运

行标准。此外，还可以减少泵站的建设资金，有利于后

期维护成本的控制。

3.2.强化管理意识

泵站在农业领域具有农田灌溉、防洪等功能，可以

促进农业生产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有必要在泵站

投入使用后进行阶段性的维护和管理。负责泵站管理的

人员应明确农业领域对泵站的使用要求，也需要学习现

代化的管理方法。目前，基于以往泵站管理人员专业技

能不足的问题，阻碍了泵站在运行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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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管理人员进行早期培训。管理人员在对泵站的

运行、维护、管理等工作进行跟踪时，还应进行定期的

培训活动，使其掌握先进的技术，学习科学的控制方法。

目前，根据泵站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选择多样化的培

训方式，运用科学的组织方法，方便管理人员按照操作

管理方法对泵站进行管理。

3.3.日常维护保养

对于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泵站，需要进行定期的维护

和保养。通过采取日常维护保养的方法，可以及时发现

泵站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快速修复主机，处

理泵站内部部件的老化。可以在线路绝缘层损坏前及时

更换。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泵站在运行阶段，工作人

员需要明确日常维护保养的原则，采取经常维护保养的

方法，定期检查泵站的各种设备，记录泵站的运行数据，

评估其运行状态，发现设备出现技术问题及时处理。在

日常维护保养中，还应定期对重要的基础部件进行润滑，

对机组部件的密封状况进行检测，对关键部件进行维护，

并对各部件中的机组部件进行清洗，使各种机组处于良

好的工作状态。

3.4.大力推进运维管理信息化进程

现代技术的发展为各行各业的管理变革提供了契

机，泵站领域也不例外。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运维

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同时，运维管理与大数据等现

代技术相结合，也是水利行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趋势。

可以促进泵站管理的高效化，提高管理的科学化、高效

化，节约人力物力，拓宽管理方法和管理渠道。具体而

言，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泵站可以动态收集区域农业灌

溉信息，根据信息数据分析农业生产实际需水量，动态

调整供水量，使水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从而在提高调水

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水资源，最终达到节约用

水的目的。此外，利用信息化技术自动化对抽水站进行

信息监控，并通过与各种互联网信息化手段相结合，可

以有效提高抽水站维护运行管理的水平和质量，保证后

续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促进传统农田灌溉水泵站的维

护与运行管理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从而提高农业发展的

经济效益，更好地提高维护与运行管理工作的质量。

4.结论

农田灌溉抽水站的维护与运行管理对促进农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农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保证农业发展的用水需求，良好的泵站系统可以

实现农田的高效灌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业发展

质量的提高。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应更加重视泵站的维

护和运行管理，通过加强人员培训，建立维护管理系统，

结合大数据信息技术，加强信息化管理，提高泵站日常

维护和运行管理的质量，使泵站不断发展，适应新时代

农业发展的需要。进而促进中国水利和农业灌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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