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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中国的地形和气候，一些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更加突出，提高节水意识，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落实农业用水节水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普及农村节水意

识和节水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本文农业水利工程中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价

值出发，分析了节水措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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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水利工程中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价值分析 

我国不仅是农业大国，也是缺乏水资源的国家，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效果、实

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水利工程中引入节水灌溉技术是必然趋势。节水灌溉

技术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单位灌溉水量的农作物产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从水资源运输、灌溉使用两方面入手，降低水资源浪费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应当结合不同区域的现实情况，在农业水利工程中融入不同形式的节水灌溉

技术，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2农业水利工程中常见的节水灌溉技术分析 

2.1灌溉渠道防渗技术应用 

灌溉渠道防渗技术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渠道的透水性，建立不易透水的防护层，

避免造成水资源浪费。现阶段，我国的农田灌溉过程中，大多使用了渠道输水的

方式。但是，传统的土渠输水渗漏损失约为引水总量的 50％~60％，这意味着大

部分水均由渗漏、蒸发而浪费，难以达到节水灌溉的要求，引入灌溉渠道防渗技

术是必然选择。 

在防渗处理中，可以使用混凝土、水泥土、浆砌石、沥青混凝土等刚性材料，

PE、PVC 及其改性薄膜材料完成渠道防渗层的构建，并使用 U 形断面的形式设

置防渗渠道断面。依托灌溉渠道防渗技术，能够将渠道灌溉中的水利用系数由传

统的 0.4~0.5 提升至 0.6~0.85。同时，在灌溉渠道防渗技术的支持下，农业灌

溉输水效率更高、渠道维修成本下降，有效防止了次生盐碱化的发生。 

2.2喷灌技术的应用 

喷灌技术是把由水泵加压或自然落差形成的有压水通过压力管道送到田间，



再经喷头喷射到空中，形成细小水滴，均匀地洒落在农田，达到灌溉的目的。这

种灌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灌溉效率，对于陡

坡或低洼山区，这种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供水能力，减少农田灌溉困

难，有效促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2.3步行灌溉技术的应用 

在农村，步行灌溉技术一般用于农田灌溉，该技术是将农村现有的各种农用

机械与电力作为灌溉动力，支持相应的配套灌溉设备，促进移动灌溉的适应性。

步行式节水灌溉技术是节水农艺与农业机械化技术的有机结合。这种灌溉技术不

需要进行大量的修渠工程，节省了劳动力和资金，并且保证了灌溉的有效性，更

适用于农村灌溉条件，操作相对简单，机动性也比较强，灌溉作物可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灌溉，不仅提高了灌溉效率，同时也为农民减少了经济支出。 

2.4滴灌技术的应用 

对于缺水严重的地区，在进行农业灌溉时，一般选择滴灌技术，用于局部灌

溉，如果园、菜园等，这种滴灌技术的原理是通过干管、支管和毛管上的滴头，

在低压下向土壤经常缓慢地滴水;是直接向土壤供应已过滤的水分、肥料或其它

化学剂等的一种灌溉系统。其没有喷水或沟渠流水，只让水慢慢滴出，并在重力

和毛细管的作用下进入土壤。水滴入作物根部附近，使作物主要根区的土壤经常

保持最优含水状况。这种灌溉技术使用方便，而且模式自动化，不需要人工灌溉，

节省人力物力。但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往往由于水质差造成孔隙损害，因此，

在采用滴灌技术灌溉耕地时，必须对水资源中的杂质进行过滤，以避免孔隙堵塞

等情况，同时，过滤水资源更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从而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 

2.5低压管道灌溉技术 

低压管道灌溉和输水技术，是以管道代替明渠输水灌溉系统的一种工程形式。

灌水时使用较低的压力，通过压力管道系统，把水输送到田间沟、畦，灌溉农田。

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水资源损失，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低压管道

灌溉和输水技术可以将等量的水分散到更大的土地面积上，利用这项技术可以减

少水力发电渠道的占地面积，节约更多的土地，低压管道灌溉技术提高了供水速

度和投资，降低农业投资成本。 

3节水措施的应用 



3.1做好统筹规划工作 

对于更好发挥出节水灌溉效果，工程灌溉的预先统筹规划也不可少，要全面

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灌溉需求，才能真正实现节水灌溉系统的作用并大范围推广。

从长远角度看，农田灌溉节水技术应用不单关乎工程技术，还和整个社会经济发

展息息相关，要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及相关产业结构。还应

了解节水灌溉的原理和具体工作内容，使各相关部门工作达到有效协调，能长久

持续对农田水利工程改进，以免因规划不全面导致地方随意灌溉浪费水资源。农

田水利工程的规划要根据地区特点和需求，比如新疆吐鲁番地区采用坎儿井灌溉，

符合当地的农田种植需求，又适应当地缺水情况。做统筹规划要针对本地情况而

定，需了解当地地形和灌溉需求，才能规划最适用的节水灌溉系统，使农田灌溉

的效益最大化。 

3.2加大对农田水利工程的资金投入 

现实中还会因水利系统年久失修出现一定的水的损耗情况，所以应定期保养

和检修农田水利系统，而这不可避免需要更多资金运转。综合农田水利工程各方

面需求，只靠政府拨款既难达到理想保养修护效果，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所以要寻求更多融资方法，从多方获取足够的资金，以保能长久稳定地维护修理

农田水利系统。渠道防渗漏技术的修复工作尤为重要，任何节水技术都需通过渠

道调动水源，为保证农用水利用率，相关管理人员应重视渠道防渗漏技术的维护

修理。农田水利工程的资金投入对工程技术开发也大有裨益，能有效普及新技术，

以免新技术不能及时应用推广。 

3.3发展灌溉技术 

农业技术人员应分析研究新型灌溉技术，开拓思维勇于创新，使现有节水工

程进一步优化以达到更理想的节水效果。现阶段我国农业灌溉方式品类繁多，与

传统灌溉方式比较，新型节水灌溉系统基本适应农业发展需求、满足不同地区不

同灌溉需求，大大提升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制定适应当地需

求的节水灌溉系统，既提高水利用率，又能在干旱时体现出新型节水灌溉系统的

强大性能，从而真正保障当地农作物的生长。 

结语 

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传统的农业节水



灌溉方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农

业节水工程作为一项重大的用水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水资源的消耗和

农业水电站灌溉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解决灌溉用水浪费的问题，通过先进的农

业灌溉技术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可以有效缓解农用水资源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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