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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业水利工程中的灌溉技术及节水措施

孙爱侠

山东省曹县闫店楼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山东曹县　 274400

摘　要：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的需要量不断增长，因此，节省自然资源已变成当务之急。为此，采取有效

的节约用水举措，如在农村灌水中应用节能科学技术，可以有效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保障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可

持续发展。我国各地区正在努力推进节约用水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农村水利的建立，进一步提高灌水工作效率和产品质

量，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标，并且严格控制技术、意识和管理上的浪费，大力推广节能节水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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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is growing. Therefore, saving 
natural resources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Therefore, eff ective measures to save water,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ural irrigation, can eff ectively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human life. Chinese regions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aving water, strengt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further improve the irrigation effi  ciency and product qua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aving water,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waste in technology, consciousness and management,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measures of sav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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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不断深入，节水灌溉科技得到越

来越多的重视和运用。农村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有着很复杂

的科技要求，涉及到多个专业领域，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

关，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

理，充分利用节水灌溉技术，达到自然资源的利用，增加

农民的收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1　农业水利工程灌溉节水措施重要性分析

水利节水灌溉工程旨在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资源，以

解决中国西部土地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减少环境

污染，避免农村地带出现干旱或水涝等灾害，确保农村地

带正常生活。通过这种灌溉方式，我们可以高效地改变当

地的自然资源状况，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支持。通过采

取水利灌溉措施，西北地区可以做到合理利用水资源，并

且可以反复使用，从而有效地减缓用水紧迫的状况；而南

方省份则可以采取措施，有效防止环境污染，并在曾经受

到环境污染的地方设立滤网网络。通过实施水利节水灌溉

系统，我们可以更加合理和科学地使用资源，不断完善农

村地方的基础建设，进一步提高资源的效益，做到循环使

用，强化环境，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2　农业水利工程中节水灌溉技术的类型

2.1 渠道防渗技术

途径是农业水利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一旦

途径发生裂缝，就会导致渗漏，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的耗

费。过去，农民普遍采用漫灌法，这种方式会吸取巨大的

水份，导致严峻的水资源浪费问题。因此，我们应该采取

更加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为了更有效地节约

水资源，应当继续完善渠道防渗技术，现阶段可采用塑料

膜、三合土、混凝土和涂料施压等多种工艺技术，但应根

据当地农田的土质特点和农业生产成本等因素，选用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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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防渗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途径对自然资源的吸收

程度。

2.2 喷灌技术

喷灌技术是一种有效的节水方式，它可以在平坦的土地

上实现浇灌，而在山地地区，则需要采用特殊的技术，如合

理安装喷嘴、管路、水泵，并经过增压管理，以确保在规定

区域内有效地喷洒水资源。这项技术可以有效地实现农田灌

溉，大大减少了自然资源的耗费[2]，使得灌溉效率更高。

2.3 滴灌技术

滴灌方法是一项有效的浇灌方法，它能够按照庄稼的生

长阶段，利用管道将饮用水输送到根部，进而实现节省自

然资源的目的。与喷射方法相比，滴灌方法更能有效地利

用自然资源，同时，它还能够结合有效的施肥，进而取得

更佳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施肥的效率。借助滴灌方法，耕

地能够得到更均衡的浇灌，有效减低水份的挥发，并且能

够精确控制灌溉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农膜包覆

的基础上，采用膜下滴灌技术，即在农业涂膜下埋入滴水

带，以保证浇灌均衡，同时大大减少挥发，进而节省浇灌

成本费用。经过对常压微灌技术的改良和提升，我们能够

实现膜下软管滴灌技术，这种工艺技术操作简单，成本低

廉，在农业水利工程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4 微灌技术

微浇科技是一种新型的浇灌方法，它的蓬勃发展源于滴

灌科技。目前，微浇科技分为小管涌流管、微喷射和渗灌

等。它的组成部分涉及灌区、输配水管网、灌浆器和水质

组。与传统的灌溉方式比较，微浇工艺技术的浇水流速更

小，灌溉时间更长，有助于最好地调节灌溉水量，并保证

水质得以实时浇灌到庄稼的根部。与传统灌溉技术比较，

微浇工艺技术有助于大大提高水质和化肥的效率，而且还

可能有效改变农田的土壤结构，从而最好地满足农业生产

的需求。

2.5 步行式灌溉技术

当农作物需要灌水时，步行式灌溉技术是一种有效的解

决方案，它可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灌溉设备和系统，实现

快速移动式浇灌，并将农业机械化控制和节能科技有机结

合，构成一套完整的步行式浇灌机械设备。这项技术操作

简单易行，适用性强，无需进行复杂的渠道建设，大大减

少了人力投入和资金消耗，有效避免了自然资源的损失，

提升了农田灌溉的效率和质量。

2.6 薄浅湿晒灌溉技术

利用薄浅湿晒浇灌方法，我们可以在插秧后的返青期

间，采取浅水浇灌，以保证田间湿润状况，随后在分蘖后

期，做好晒田操作，最后在水稻拔节和抽穗时，再次采取

薄水浇灌，以确保田间湿润，直至乳熟时。这项科技在节

水领域表现出色，不但能够节省大批自然资源，还能大大

提高粮食作物的质量。

3　推广农业节水灌溉的有效措施

3.1 结合实际开展节水工作

对于实现农村浇灌的节约用水要求，应该结合实际情

况，在技术层面上制定有效的措施，以确保节约用水规划

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持续性，并充分考虑到广大村民大众

的一切共同利益，体现人类至上的原则上，以尽可能地减

小技术上的限制。对于确保浇灌节水工作的有效实施，应

当加强管理和整合，避免因重视技术而忽视管理的情况。

在实施浇灌节约用水方案时，应当科学合理，依据不同的

土地特点和土地条件，制定出适宜的方案。在山东地区，

应依据粮食作物的类型，全面推广滴灌技术，以进一步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应依据实际，调整产业结

构，有效利用节水措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保证生产

的发展。对于增加农户的经济收益，水稻灌溉应该采用先

进的节水技术，同时也应该采取合理的种植方法，比如采

取有效的灌溉技术，避免大面积种植，重视后期培育，以

及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灌溉效率，有效降低自然资

源的损失，从而提升粮食作物的质量。

3.1.1 加强农民节水灌溉的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因此，为了确保灌溉的有效性，应

该加强节水灌溉宣传，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节水措施，

并向农户宣传节水灌溉的必要性，以及节省自然资源的益

处，让农户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节水灌溉的必要性。为了提

高农户的灌溉效率，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技术措

施和技术，以便他们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的节

水灌溉工作中，从而节约水资源，促进发展。

3.1.2 构建合理的节水灌溉体系

在农田水利浇灌时，应当注重监督管理的统一性和规范

化，特别是监理单位，应当制订科学合理的处罚措施，并

且要注重监督管理流程中的细部操作。此外，还应当树立

明显的节约用水认识，注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强监

督力量，使监督管理更加有效地开展，以便最好地应用浇

灌科学技术。应当注重节水灌溉系统的构建，不断创新节

水理念，加强节水意识，健全节水机制，提升农村水利灌

溉的效率，以期达到较好的节水效果。节水体系的建立，

将为未来节水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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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优化节水灌溉设计

政府应当严格要求节水工程的设计者提供可靠的设计思

路和资料，以确保他们的设计能够反映实际情况，并且报

告中应包含实际应用环境、成本、效益、数据来源、草稿

等信息，以便最终确定上交的节水设计是否具有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政府部门应当严格审查这些内容，并对设计人

员施加约束，以确保他们能够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工作，避

免脱离实际，从而减少农业水利工程建设中可能带来的不

良影响，并避免浪费社会资源。

3.1.4 充分考虑不同农作物的特点

在建设农业水利工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农作物的

特点，采取有效的节水灌溉技术，以满足不同农作物的需

求。例如，水稻作为一种具有两栖性的作物，可以在旱田

和淹水环境下都能够良好地生长，因此，在同一种植区域

内，应该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特点，采取有效的灌溉技术，

以保证水稻的正常生长。由于花生需水量较少，因此在灌

溉时应该特别注意水量的控制和灌溉周期的调整。

3.1.5 统筹规范农业水利工程的节水措施

随着农业水利工程节水政策的落实和严格执行，虽然已

有较长时间，但是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因此，在长期的

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许多科学技术之间产生了相互干扰

和制约的现象，从而影响了节水效果的实现。为了有效地

节约农业水利工程的水资源，应当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

分析，制定统一的规范，以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合

理利用高新技术，补充传统技术的不足，比如在信息控制

和信息分析领域，不再需要人工介入。

3.1.6 引进先进的灌溉技术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农业水利工程的节能方案，我们应该

积极地引入先进的节水灌溉方法。例如，可以采用二次高

斯模型来合理调度本地的自然资源，或是利用生物信息技

术、卫星定位方法、遥感方法和模糊理论等方法，确定最

优化的灌水方法，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从而更好地实现节

水灌溉。除了采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和管理系统，如固定喷

灌系统和圆形喷灌机，我们还应该积极地引入其他方法，

以提高灌溉工程的节水效率，满足现代农业灌溉的需求，

同时尽可能地节省自然资源。在推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

过程中，有关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选用常规型方法，并

结合应用高新技术，以提高节水效率。同时，应充分考虑

科学技术和非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主动地推进田间工程

技术、生化抗旱节水技术及其雨水积累运用方法等，以期

达到更好的节水效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主

动地引入互联网信息技术来推动节水灌溉工程的发展。这

样可以充分利用信息的网络特性，使节水系统更趋完整。

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信息化软件系统对农作物生长状

况开展实时监测，通过实时观察来合理控制灌溉时间和流

量，从而提高节水效率。

3.2 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

随着IT的飞速发展，它已经成为节水灌溉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信息的联网使得节水系统变得更加完备，

进而能够有效地利用供电措施软件系统，实时监测庄稼的

生长情况和环境，控制灌溉时限和流速，进而优化节水措

施，确保节水工作的有效实施。

3.3 加大经济投入

农村水利浇灌水资源浪费问题日益严重，这一社会问

题的根源在于工程长期未维护，为了节省自然资源，必须

对其加以维修。然而，由于维修工程要求大量的社会经济

投资，仅仅依赖当局财政拨款是不够的，因此很难取得理

想的修复效果，也无法有效地推进节水工作。为了有效地

改善水利工程项目，必须拓展途径，不仅要从农户自己开

展，还应从经济社会不同层次着手，以实现节水的目的，

并取得有利的效果。特别是在主要渠道防渗维修工作方

面，必须注意各种年久损坏的主要问题，以确保自然资源

的有效利用。除了加大经济投入，我们还应当积极引进和

推广先进的节水技术，以确保能够有效利用新技术和新设

备，避免因市场经济因素而无法实施。

4　结语

随着全球水资源日益紧缺，农业节水工程作为一项重要

的节水措施，应该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利用，采取有

效措施缓解浇灌节约用水问题，以期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

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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