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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设计中的渠道设计与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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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农业灌溉工程建设中，应强化建设管理，重视农业灌溉项目的现场控制。现代农业中的农业灌溉正在逐步向节

水型转变，而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渠道规划和有效的渠道建设，既可以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又能有效地节约水资源，又

能起到防洪、防涝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本文从灌溉渠道的设计原理、关键点入手，对水利工程的建

设路径管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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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the desig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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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on-site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projects.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n modern agriculture is gradually shifting towards water-savi

ng typ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hannel planning and effective channel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

t but also effectively save water resources and play a role in flood and drought prevention. This further promotes China's agricultural p

roduc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principles a

nd key points of irrigat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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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设节俭型现代化农业十分重要，它是现代农业的一

个关键环节，它的关键在于确保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并使

之达到高效、合理的目的。农业水利工程要想实现安全生

产，就必须对工程设计和施工进行科学的管理。在新的阶

段，推广普及、推广和推广的农业灌溉方式，使传统的灌

溉方式得到了适当的改善，在此基础上，结合了节水灌溉

的技术和技术，提高了渠道建设的节水效果。要使灌溉渠

道设施得到较好的使用效果，施工单位必须充分认识到对

其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性，从而真正保证渠道工程的安

全，达到水利渠道基础设施的良好质量性能标准。因此，

只有确保渠道工程的科学设计与施工管理的合理，才能使

该项目顺利、顺利的运行。为提高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质

量，必须对其渠道的设计和施工过程进行全面的总结，从

而为今后农村水利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和管理工作提供一定

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农田水利工程渠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1.农田水利工程渠道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般情况下，农田水利工程渠道应该设置在地势较好

的农田灌溉区域，以确保灌溉水能够完全流入灌溉地区，

从而使灌溉农田的各个环节都能井然有序地进行。因此，

工程设计者应对该地区的农田进行初步调查，并根据该地

区的地形起伏特点和规律，给出相应的方案。农田的灌溉

通道应该尽量设置在农田周围，但灌溉管道和邻近的居民

区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对周围的居民产生影响。根

据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的特点，对不同类型的灌溉系统

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使之达到最大程度的满足灌溉用水

的需要。近年来，农业灌溉工程技术已全面引入农业灌

溉，从客观上改善了农田水利的规划和设计[1]。目前，各有

关部门急需完善我国节水灌溉的运行控制机制，并通过健

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为其技术支持提供切实可行的

技术支持。节水灌溉项目的实施，关系到区域农业能否达

到节水效果，在工程上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项目施工单

位和项目策划人员要密切合作，采取最合理的措施，优化

农业用水的分配，完善各区域的水资源支持和保障体系。

因此，在项目前期的规划阶段，要保证项目建设中有足够

的资金来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的节水灌溉工程

建设离不开完善的工程运营监督机制，特别是农业灌溉工

程的设计与规划。

2.农田水利工程中的渠道设计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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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水利工程自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建设和

管理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

效的设计和管理，不但会造成整体设计的不合理和可靠，

而且还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在建设项

目之前，应根据目前的工程需求和现场的具体条件，对灌

溉渠道和水利建设的利弊进行全面的考虑和分析，保证项

目的后续工作。在此过程中，要从经济发展、农业建设、

资源控制、人力资源保护等几个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并

采取适当措施，减少风险的干扰，保证项目的正常进行。

为提高工程质量，从设备、材料等方面都要兼顾防渗效果

和性能，选用材料时应选用具有良好防渗效果的材料。在

建设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灌溉需求，以防止这种

现象发生。在保证灌溉需要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地的天

气状况，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监控，减少对农

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河道规划时，应坚持因

地制宜的原则[2]。在设计时，还要从整体上对周围的环境和

居民的实际分布进行全面的分析，以保证工程建设不会对

居民的生活产生任何的影响。在渠道设计时，应充分考虑

到当地的地形条件，并充分利用地形的差异。

二、农田水利工程中渠道设计的具体内容

1.横断面设计

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的剖面设计关系到灌溉工程中水源

的有效利用面积，而在实际建设中，必须针对不同地区的

地形特点进行详细的规划和设计。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分

散布局和农田地形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农田水利渠道的横

向设计都是统一的U形，这种U形的设计优点是对农田的适

应性强，但缺点是对灌溉水源的流量控制能力不够，因

此，在工程设计时，必须充分运用均匀流的原则，以防止

在实际的灌溉操作中由于水流速度不平衡而导致的漫灌事

故。同时，在农业灌溉渠道设计中，横断面也成为了节水

的重要设计切入点，在节水思想的指引下，必须遵循节水

和节水两低的原则。将断面作为灌溉渠道的断面设计，可

以通过对设计阶段的渠道比降进行控制，即在坡度相同的

条件下，渠道长度与沟槽长度的差异，在施工时，设计者

要根据现场的地形，限制渠道的变化，以免造成渠道堵

塞。

2.纵断面设计

农田水利工程渠道横切面的设计关系到灌溉工程中水

源的有效容量，而在实际建设中，也要针对不同的地形特

点进行相应的规划和设计。为减少农业灌溉费用，大部分

农田水利渠道的纵段设计均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区的等高

线，按平行规划进行。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水利工程是一

项具有强烈的施工环境导向的项目。而除了受地形条件的

影响之外，工程场地的土壤组成及农田空间的实际需要也

是农田水利渠道纵断面设计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这三个

要素对于农田水利渠道横切面的深度设计具有很大的影

响，而深度设计则是指连接横切面的中点与桩点的高度以

及沟槽顶部的高度之间的直线距离。从工程造价的角度出

发，对农田水利渠道纵截面尺寸的确定，应充分考虑蒸

发、渗透等因素，避免超过地区农业生产的要求[3]。

3.排水建筑物设计

农田水利渠道结构中的排水建筑物是连接整个农田水

利系统的重要枢纽，它在农业生产中具有关键的运行监

督、养护管理、保障和灵活的调度和控制作用，是我国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设计方案中必不可少的设施。我国大部分

农田水利渠道的排水结构设计要求与目标农田的生产环境

和生产条件相适应。针对特定地区的工程环境特征，如果

目标地区地势起伏不大，土层结构稳定，设计人员可采用C

15砼施工的梯形衬砌技术，在实际设计和施工中，如果目

标工程处于斜坡或地质崩塌的地段，那么设计人员可以采

用水泥和挡墙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技术设计。

三、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的施工管理实践要点

1.水利工程渠道的前期施工准备

渠道建设是否能够保证渠道的正常使用，直接影响到

渠道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在工程建设中，必须认

真地进行渠道放样、废弃土渣的运输和处理、渠道开挖土

方、预制 U型槽的前期工作。特别是在重要的项目准备阶

段，测量技术人员需要使用专用的仪器和仪器，以避免在

放样过程中出现数据错误。

2.防控农田渠道施工中的各种污染风险

一般情况下，农田水利工程渠道建设会造成施工噪

声、废弃土渣污染和河道环境污染。工程建设单位对废弃

的建筑垃圾和其它建筑垃圾不进行及时的处置，会导致河

水淤积，对水利设施造成严重的污染。因此，施工单位应

全面落实防治渠道施工噪音的技术措施。对农田灌溉渠

道，在完成工程处理后，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其恢复原来

的耕地状况。对沟槽周围的保护和支护结构，施工人员要

立即拆除，以免影响到附近的居民正常的农业生产。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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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施工后，施工方必须确保在混凝土

浇灌渠道的基础上达到28天的混凝土表层覆盖养护期。对

水利渠道混凝土结构进行全方位养护，对保证混凝土的完

整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应引起施工单位的高度重

视。对混凝土的主体结构，要采取严密的覆盖和隔热措

施，避免因温度开裂而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处理废

弃混凝土和水泥废料时，必须要将建筑工地上残留的建筑

材料全部清理干净，以免造成水源污染，对周边居民的人

身健康造成危害[4]。

3.避免农田水利渠道产生渗漏的安全隐患

水利工程施工负责人针对渠道主体混凝土的渠道工

程，应严格注意混凝土全程养护，谨防混凝土渠道整体结

构开裂。对建筑材料的裂缝进行全面的控制，有利于保证

其良好的安全性能，所以，施工人员要根据施工中的关键

工序，确定最佳的材料养护时机，采取科学的养护措施和

措施，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控制材料开裂，避免出现过多的

材料开裂，从而造成不同的材料性能缺陷。施工人员在养

护阶段对建筑结构进行了定期的检测，以便及时做出判断

和处理物料快速升温的情况。若混凝土温度升高过快，应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渠道混凝土结构集中释放内应力的时

间以结构材料浇注后三天为最大值，混凝土的温度呈现出

较大的上升趋势[5]。所以，在灌浆完成后的三天内，对渠道

的内部裂缝进行有效的控制，施工人员要在混凝土表面涂

上一层塑料膜，并在混凝土表面涂上一层泡沫膜，使其达

到最好的防水效果。

4.衬砌板加工预制管理

在农业灌溉工程的渠道建设中，应注重对衬砌板的加

工和建筑材料的管理。第一，为了保证预制建筑材料对渠

道结构强度的要求，现场的质量监督工程师要注意各种预

制建材的进场门槛，防止不合格建材进入工地。第二，为

了防止建筑材料在实际施工中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现场

工程监理团队需要制定建筑材料存放的规章制度，避免施

工过程中预制建材因随意堆放而造成的磨损，保证预制建

材功能在施工建设过程中的有效发挥。第三，在实际施工

中，建筑单位需要打通一条比较稳定的预制材料采购、运

输、维修通道，以降低建筑材料对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影响[6]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田水利的渠道设计和施丁在农业灌溉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保证区域之间的灌溉用水。在

渠道设计中，由于受多个渠道的干扰和地形的影响，往往

会导致渠道的混乱和工程的疏漏。所以，在设计时应注重

对设计原则的把握，严格按照设计要点进行设计，同时还

要对施工中的工程和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监控和管

理，确保工程的严谨和科学化，从而提高工程的质量。通

过对农田灌溉渠道的设计和建设，可以更好地保证灌溉渠

道的实用功能，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从

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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