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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农田水利涉及的内容包括农田灌溉、修整土地以及

退耕还林等，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中，工作人员需要进一

步明确修整方法和水利条件，采取蓄水、调水等措施确

定水源时间与空间分布情况，充分利用水源灌溉，以此

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满足不同状况下农业用水

需求，不断提升农业的生产水平。

一、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准则

1. 灌溉设计

我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季节雨水降水量较大，而在实

际灌溉作业中绝大多数源于河流水的灌溉，这就导致我

国在秋冬时节常出现较难解决的灌溉问题。为了满足我

国农田四季均需要水源供应的需求，一般在水利工程规

划设计中从灌溉设计保证率与抗旱天数两方面提高水利

工程规划的合理。其中灌溉设计保证率具体可由 P 代表，

是从相应的时间内所获得的水量与全年总水量的分析结

果中得来。所以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农作物种类

及水源供应情况确定具体的设计方案。当灌溉设计保证

率 >80% 时可适量种植所需水分较大的水稻等作物。当灌

溉设计保证率 <80% 时可种植耐旱性较强的小麦等作物，

进而保证灌溉设计与农作物生长处于一致状。此外，抗

旱天数是指在一般情况下通过灌溉设施对农田加以灌溉

的实际天数，这需要考虑当地气候及水分蒸发情况等条

件，故而需根据实情进行设计。

2. 取水方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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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农田灌溉水源的类型基本包括提水取水

灌溉和自流取水灌溉两种。确定好取水方式后，再对农

田水利工程进行规划设计。在目前的生产生活中，更多

的是以河流作为取水来源，因此一般都选择自流取水灌

溉的方式。而自流取水灌溉又被分为有坝取水与无坝取

水两种。在实际应用中，为科学调节汛期河流的流水量，

对农田和灌溉渠道加以保护，防止洪涝带来的自然灾害

等。采用无坝取水时，一般都会设计成有建闸。而有坝

取水的原理是为了确保自流灌溉，一般将堤坝建立在河

流基础上，以增高河流的水位。尽管有坝取水的方式会

增加工程施工的投资，但它解决了因地势和其他条件带

来的水位低的弊端。在设计有坝取水时，对溢流坝的规

划不仅能够迅速增高河流的水位，还可以帮助汛期排洪。

通过进水闸控制进入灌溉渠道的水流量，通过排沙闸降

低泥沙进入灌溉渠的可能性，通过防洪堤保证发洪期间

农田、城市、交通等的安全。

3. 工程设计标准分析

农田灌溉之水主要来自河水、雨水、泉水等地表水

源，西北旱寒地区由于干旱少雨、河流较少、地表少水，

冬春河水干涸断流，使农田灌溉之水严重缺乏，秋夏河

水泛滥成灾，又呈现严重过剩的现象。对此，农田水利

工程的规划与设计要充分考虑到西北旱寒地区水资源的

实际情况来确定灌溉技术和方式。从理论上分析，能用

的水源量和需要的水量是灌溉工程设计的前提，农田灌

溉工程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的衡量指标是灌溉设计保证率

（表示符号 P）和抗旱天数，其计算方法是提取一段时间

的正常灌溉用水量满足的年数再除以总年数所得的百分

比。农田灌溉工程设计的主要参考指标是灌溉设计保证

率和抗旱天数，此外，农田灌溉工程设计时还要考虑水

源持续性和其它各类作物的需求，如果灌溉工程设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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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率 P 值在 80% 以上，可满足需水量较大的作物，如果

P 值较低，可考虑抗旱性较强的作物，其目的是保证作

物最大用水量和节约、共享水资源。抗旱天数是以水利

灌溉工程供水能力为依据，在持续高温、无雨或严重少

雨的极端天气下，能够满足农作最小需水的天数为标准。

对于抗旱天数的确定，要根据当地的干旱程度、作生长

抗旱情况和水资源有效利用率确定，不是主观设计中决

定的标准 [1]。

二、农田水利灌溉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取得巨大的发展，

在自然条件允许的地区已经完成了节水农业灌溉基本设

施，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等水资源比较

丰富的地区已经实现了农业生产智慧化建设。但是，西

北地区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困难重重，问题诸多：

首先，存在农民对节水农业建设认识性不足的问题，传

统农耕思想依然深厚，而且水利部门对农田灌溉的新技

术和新设备的推广普及力度不够，甚至仅限于工程示范。

其次，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灌溉设施建

设和维护难以持续，使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滞后，设施的

使用寿命缩短，必然影响节水农业和智慧农农业的建设

与发展。最后，农田水利灌溉技术推广划缺乏科学合理

性，导致农业灌溉工程不能正常发挥效益。农田灌溉区

域经常出现罐渠经营权和所有权关系混乱的现象，导致

管理权责不清、公共资源私用、设施无人维修的情况，

这为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在农村广泛的普及增加了阻力。

三、农田灌溉技术的分析

1. 科学选择灌溉形式

灌溉形式主要包括喷灌与微灌两种形式。它们各有

各的优势，故而需在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期间科学选择适

当的灌溉形式。其中喷灌形式具体适用于具有水压的灌

溉区域内。实际操作方法如下：首先，需要先行将水存

储到喷水管内部；然后再将其进行雾化；最后，待雾化

步骤完成后将其对准空中向农田上方喷射，这样可最大

化保证水滴能充分灌溉到适当的农田区域中。由于喷灌

形式是将水源转化为水滴状态加以灌溉，故而并不会引

发农田径流现象，甚至可对水源起到一定的节约作用。

同时，喷灌还可严格把控土壤湿度，促使农田湿度保持

在 0.8 左右，以便为农作物生长创造有利条件。至于微灌

形式适用于密集区域，实现大面积喷洒效果。尤其对于

常年干旱地区而言具有较大的应用空间，可有效提升农

作物产量，并且它所需成本较低、耗能少、易操作，故

而基本上可用于各个农田生产中 [2]。

2. 农田节水灌溉的改善措施

设施农业发展中的农业节水灌溉保证了作物需求的

水量，也保证了栽培技术和灌溉技术的优化发展。农作

物中有需水量较大的作物，有抗旱能力较强的作物，所

以灌溉技术的改进应该根据本地普遍作物的用水量和气

候条件实施改造措施。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的革新需要重

新规划，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节水农业灌溉体系，这个

体系必须结合设施农业的发展方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培育和种植抗旱能力较强、经济效益较好的作物，科学

合理的开展退耕还林，保持水土流失，增加需水量少、

根系发达的树种、畜草和经济作物的栽种。农田节水灌

溉技术的革新与推广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作物和水

土选择节水灌溉技术，例如对于中低产田可实施滴灌技

术或喷灌技术来满足作物的需水量，而对于盐碱地可实

施大水浇灌的方式冲掉土壤中过多的盐分，改良土壤的

盐碱性，达到作物生长的环境。[3]。

3. 渠道防渗漏技术及管道输水技术

在农田水利工程中，渠道防渗漏技术是一种重要的

技术，应用该项技术既可以改变传统地面灌溉方法，还

可以避免水资源的大量浪费，有效预防大量水渗漏，也

不会降低灌溉效率。因此在进行农田水利灌溉过程中，

应该科学合理地应用渠道防渗漏技术，使用混凝土或石

块铺垫渠道和管道，或使用塑料薄膜和沥青对原来渠道

和管道进行全面改造，改造后的渠道密封性良好，不易

产生渗漏水。此外，在灌溉过程中，有许多水资源流经

渠道和管道，将水资源输送到田间，在输送水资源时要

避免产生渗漏，这样就能确保输送田间的舒朗，防止大

量水资源浪费。要定期维护渠道，安装节水管道和节水

设备，以免产生渗漏，达到节水目的。管道输水也是一

种重要技术，要想大大减少输送水分中水分的损失消耗，

农田用户可以适当改变输水方式，使用输水管道进行水

分输送。但由于管道输水中对灌溉方式有非常严格的要

求，因此，用户需要结合所处地区的地质条件和灌溉方

式合理选用管道输水方式。

4. 微型喷灌和滴灌技术

滴灌技术是指利用低压管或毛细管通过滴灌作用通

过土壤向作物供应所需量的水，该技术主要用于果园和

温室蔬菜，该方法的优点是是它可以大大减少水的消耗。

但是它可以确保作物的需水量，还可以向管道中添加各

种营养液，从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此技术最适合土壤。

微喷灌技术是一种结合了喷灌技术和滴灌技术优势的局

部灌溉技术。主要应用领域是温室幼苗和露天蔬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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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灌溉植物的枝叶。主要使用旋转喷嘴和铰接喷

嘴，但是该技术的成本非常高。

5. 步行式灌溉技术

在实施农田水利灌溉过程中，通常情况下使用步行

灌溉技术，该项技术主要是采用拖拉机或三轮车安装灌

溉设备，并利用动力移动完成灌溉工作。步行式灌溉技

术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且操作简单方便，流动性强。这

一技术不需要建设和修理输水渠道，也不需要维护渠道，

很大程度减少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既增强了灌溉效

率，也保障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四、结束语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产业，自古以来，

通过品种改良、农田灌溉和耕作改进等方式提高粮食产

量，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随着水资源的短缺和农田灌

溉技术的发展，农业节水灌溉要根据实际要求选择灌溉

技术，保证农作物的用水量。本文对设施农业发展中的

水利工程规划与设计进行了分析，将水利工程规划与灌

溉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水利工程服务于现代设施农

业的效果，推动科技智慧农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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