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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节能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下，对农业方面的节

能环保技术进行深入研究非常必要，在农田种植过程中

有效利用节水灌溉技术可以实现水资源节约的环保目的。

在节水灌溉技术的支持下，农业生产过程中可以用最小

的供水量获得更大的产量，并且，节水灌溉技术本身对

于抗干旱有着比较显著的制约作用，因此，应该深入探

究农田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并借此推动农业发展，为农

业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一、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应用必要性

归根结底，节水灌溉是指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借助少

量水灌溉来获得农田高产的最终种植效果。当然，在实

际的灌溉过程中合理控制水量至关重要，需要在保障农

业生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推进节水措施落实。通常情况

下，节水灌溉技术应用落实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借助科

学灌溉规划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通过

避免运输和水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浪费来进一步实现节水

目的。结合以往的农田灌溉工作经验进行综合分析可知，

在传统的灌溉方式支持下粗犷的水资源管理方式比较容

易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浪费，而相对而言农田产量也不会

得到显著的提升，由此可见，传统的灌溉方式落实过程

中，仅能使少部分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甚至过量的灌

水可能会对农作物生长造成负面影响。

二、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实际应用原则

总体而言，在借助技术手段推进农田节水灌溉优化

的时候，相关人员应该遵循科学求实、因地制宜的基本

原则。其中，科学求实原则是指相关人员需要结合农田

实际情况和农户的实际能力综合绿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

可行性；因地制宜原则是指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地质情

况和水土资源以及农作物种类等相关要素，对农田节水

灌溉技术应用进行规划，从而选择恰当的节水灌溉技术

种类推进使用。比如，首先应该对农田当地的地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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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相关水资源情况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进而充分了

解当地水资源情况；其次，需要对不同节水灌溉技术进

行具体的操作分析，合理选择滴灌和微灌等技术进行灵

活的应用结合；最后，促进开源节流的落实同样举足轻

重，操作人员应该在合理开发水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动农田水源工程建设。

三、常见农田节水灌溉技术类型

1. 喷灌技术

使用喷灌技术进行节水灌溉的时候需要借助其他设

备设施的力量进行配合作业，比如在实际工作中，可以

选取水泵或动力机等相关设施辅助作业。从技术原理角

度进行分析可知，在喷灌技术运行过程中，主要需要工

作人员借助管道和水泵等其他设备给水资源加压，进而

利用压力将水输送到农田当中，并通过特殊喷头进行喷

水灌溉，使水资源和水中溶解的肥料均匀地散布在农田

当中。在给水加压的时候，借助自然落差等其他物理条

件实现水资源加压和输送工作目标机器设备加压有着同

样的工作效果，在实际的喷灌技术使用过程中，相关人

员可以根据实际生产条件选择水资源加压及输送方法。

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喷灌技术在大田作物和

园林草地灌溉工作中的应用相对更加广泛。

2. 微灌技术

具体来看，微灌技术可以被细致地划分为滴灌、脉

冲灌溉、微喷雾、涌泉灌等子技术；在实际的农田灌溉

过程中可以根据设备工作压力的具体差异，将微灌技术

分为常压微灌和重力微灌；在设备铺设方式不同的条件

下，又可以将微观技术分为地下微灌和地面微灌。不难

看出，微观技术本身子科目相对较多，所以在实际的应

用过程中技术操作人员应该根据农田种植的实际情况合

理选择微灌具体方式进行技术落实。除此之外，相比于

其他节水灌溉技术而言，微灌技术对于水资源的把控程

度更加精细，从根本上来看微灌技术是非常高效的技术

手段，能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挥良好的节水作用，通

常情况下，从实际操作效果上看微灌技术的节水效果能

够比喷灌技术多节约将近 1/5 的水量。

3. 覆膜灌技术

覆膜灌技术可以被分为膜上灌和膜下灌两种形式。

其中，在开展膜上灌作业的时候，技术操作人员需要将

地膜覆盖在农田的垄沟底部，进而将灌溉水输送到地膜

表面使其从地膜上流过，水资源在膜上流淌过程中，会

透过地膜的小孔渗透到农作物的根部和土壤当中，从而

完成灌溉；开展膜下灌节水工作的时候，相关人员需要

在地膜下方设置滴灌管，此外，也可以借助毛管穿透地

膜小孔进行具体灌溉。综合来看，膜上灌操作的落实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资源浪费；而膜下灌的优势则主要

体现在实际灌溉过程具备滴灌特点，能够有效节水。总

之，膜上和膜下节水灌溉方式的操作效果各有千秋，二

者均能有效发挥地膜的保温保湿作用，并实现节水灌溉

工作目标。

4. 渠道防渗技术

结合常规的农田灌溉经验进行分析可知，挖土成渠

是一种比较常用且传统的灌溉输水方式，但是由于挖土

成渠这一输水方式相对比较原始粗犷，并且实际输水过

程中无法有效对水资源进行细致的把控，所以，在使用

渠道输水的时候所造成的浪费量相对较大。基于此，在

实施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的时候，从渠道防渗角度对

输水方式进行优化，从而降低输水过程中的水资源浪费

量能够有效达成节水目的。一般情况下，渠道输水过程

中损失量在水资源总量中的占比将近 50%，在土质相对

较差的条件下，水渗透损失量占比甚至可以达到 80%。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水资源损失问题，相关人员应该在挖

土成渠的过程中积极利用渠道防渗技术，在充分考虑农

田条件的基础上灵活使用混凝土衬砌、浆砌或石头衬砌、

多材料组合防渗等技术措施降低疏水渠的渗透性能。

5. 低压管道输水技术

顾名思义，低压管道技术是指在实际的灌溉过程中，

借助管道进行输水灌溉，根据上一章节内容可知，在农

田灌溉输水过程中，通过挖土成渠的方式进行输水会造

成大量的水资源浪费，所以一方面可以利用渠道防渗技

术降低渠道的渗水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根源上直接

用管道替代渠道进行输水，从而直接解决渠道输水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水资源浪费问题。从技术应用原理角度进行分

析可知，低压管道输水技术的应用落实与喷灌技术相似，

相关人员需要借助水泵和动力机等其他设备取水，通过输

水管道直接输送到农田当中，这样一来，在水资源输送过

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损失和浪费自然能够大幅降低。

四、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实际发展路径

1. 加强宣传

在推进节水灌溉技术应用，落实和普及推广的过程

中，通过全面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来提高农户及相关人员

的节水意识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首要任务。就当前的

人员意识情况来看，在一些水资源极度紧缺的地区范围

内，我国水资源匮乏这一理念已经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

中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用水危机的认识水平自然较高，

但是对于部分水资源充沛的平原地区而言，农业生产者

的节水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应该从宏观层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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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范围内的节水宣传，借助电视、广播、网络等新

媒体的优势作用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力度，使人们清晰地

意识到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的重要性。

2. 因地制宜

穷本极源，因为我国国土面积较大且经纬跨度大，

所以在实际的节水灌溉技术和农业发展过程中严格遵守

因地制宜的建设原则进行工作推进是重中之重的措施内

容。比如，相关人员需要在具体的技术应用落实过程中，

首先对当地的实际环境条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进而

以调研结果为基础结合农田的实际状况进行合理的节水

灌溉规划设计。比如，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

对于大中型灌区可以推进渠道防渗的技术应用落实；对

于井灌区和小型灌区，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效推进

低压管道灌溉技术的应用发展；而针对果园菜园等经济

作物种植区的节水灌溉，微灌、喷灌、滴灌等技术手段

可以发挥更强的优势作用。

3. 机制建设

与农田节水灌溉息息相关的一项机制建设工作是水

价和水费计收管理机制设计。具体来看在现阶段的农业

生产和农田灌溉过程中，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

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基本原则，推进农田种植当地的水

费计收管理实施办法优化是不可或缺的节水灌溉技术应

用落实工作内容。在实际的水价形成机制建设优化过程

中，农田种植当地的相关部门应该充分了解本地的试剂

灌溉用水情况，进而根据水户参与管理等基本机制建设

形式，合理设置水价和水费。

4. 创新研究

在使用节水灌溉技术进行操作的时候，难免需要借

助其他节水设备的力量进行具体操作，因此，在推进技

术应用发展的时候，对与技术应用效果休戚相关的节水

设备进行创新研究非常可行。农业生产当地的相关部门

应该结合实际技术设备应用需求，适当加大设备创新研

究投入，在实际的科研过程中充分重视生物技术和高新

节水技术等的应用融合，以进一步促进节水灌溉技术升

级发展。当然，技术研究人员也应该在对技术手段进行

科研攻关的同时积极加强节水设备研究工作力度，通过

攻克设备升级难题来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加环保、高效、

优质、D 好的节水灌溉辅助设备。

5. 节水措施

根据上文内容可知，在实际的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应

用落实过程中，有效采取节水措施，为技术操作提供辅

助力量非常重要。具体来看，通常情况下，挖土成渠是

一项比较核心且常用的节水措施，在实际的农业生产过

程中，通过挖土成渠可以有效地为农田输送水资源，但

与此同时这类相对粗犷的传统灌溉方式同样会造成大量

的水资源浪费。基于此，在实际的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应

用推进过程中，相关人员应该积极采取节水措施为技术

应用提供保障。例如，操作人员可以在技术应用过程中

合理筛选建设材料，比如，在正式开展输水渠道施工之

前，根据农田湿地的土壤以及地势等外部条件选择塑料

薄膜等防渗透的修建材料进行基础建设，通过提高渠道

的防渗透能力来有效降低挖土城区输水过程中的水资源

浪费。当然，借助低压管道输水等相关节水技术，进一

步实现节水灌溉工作目标相对而言效果更佳，也能够有

效为节水措施的实际落实提供助力。

五、结束语

结合上文内容进行综合分析不难看出，在新时代下

推动节能化的生产是农业的核心发展方向，为了在农业

生产过程中有效节约水资源，合力推进农田节水灌溉技

术的应用落实至关重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相关人员

应该对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原则进行初步了解，结合农

田节水灌溉技术的具体类型对技术应用的重要性加以研

究。在此基础上，从业人员需要从加强宣传、合理规划、

完善机制建设、落实创新研究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应用

节水灌溉技术，有效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稳定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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