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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建设关乎农业的生产发展，是农业的基础，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稳定的水源供

给，促进农作物的高产。本文对农田水利工程规划与灌溉技术进行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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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概述

1.1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规划定义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规划就是根据农田灌溉具体任

务的要求，根据当地的实际自然地理情况、区域经济发

展状况以及整体规划对农田水利工程进行具体的规

划，确定各种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明确水利灌溉工程

的标准，确保相应的等级，以此推动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的科学调度与合理布局。

1.2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规划内容

对于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来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对于该工程的规划较为复杂，要

包括灌溉泵站规划、灌溉工程设计参数、蓄水设计以及

供电设计等等，只有上述等内容的科学合理布局设计，

才能够推动整体的协调配合，发挥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的作用。

2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研讨规划

2.1 设计水利灌溉的标准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大多属于季风性气候，因此

在雨季时河流的径流量会产生一定的变化，这就水利

灌溉工程的建设结合实际的情况进行合理的规划。农

田水利灌溉工程设计中，首先要结合当地的基本情况

开展规划工作，由于我国农田灌溉用水多是使用地表

水进行，因此对于灌溉标准的设计需要关注到灌溉水

源能够保障实际的生产需求。对于灌溉工程的规划和

设计，一般需要考虑两个指标，一是抗旱天数，就是指

在持续没有降雨的情况下，依托于灌溉设施的供水能

力能够作物用水要求的天数。另一个是灌溉设计保障

率，在设计中一般需要重点关注，需要考虑本地的作物

种类与水源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用 P 来表示灌溉设

计保证率，如果 P 值偏小，该地区需要考虑抗旱农作

物，如果 P值偏大，则可以种植水稻等用水量大的作

物。

2.2 设计取水方法

对于灌溉水源的取水设计，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来开展，这也是整个水利灌溉设计中最为重

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我国常用的两种农田灌溉水源类型

为提水取水灌溉和自流取水灌溉。对于工程的设计与规

划需要建立在确定好取水方式之后。目前，大多数生产生

活用水都是合理，因此取水方式可以优先选择自流取水

灌溉的方式。有坝取水和无坝取水这是自流取水灌溉的

两种形式。无坝取水需要设计成有建闸，目的是对于汛期

河流的流水量进行合理的调节，保护农田和灌溉渠道，避

免洪涝灾害等。对于有坝取水，一般会将坝建立在哈六基

础之上，目的是确保自流灌溉，同时增高河流的水位。有

坝取水所需的工程施工投资比较多，但该方式能够有效

地规避很多问题，诸如因地势和其他条件带来的水位低

等问题。

2.3 设计灌溉渠道分布的原则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设计和建设离不开对灌溉渠道

分布设计的工作，在对灌溉渠道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

考虑多重因素，其中既包括自然环境如山、水、林、田等，

又包括本体土地资源的整改、工程规划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等等，水利灌溉工程需要对上述因素进行兼顾，促

进灌溉渠道合理设计和分布。此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各方

对水的需求情况，对于灌溉渠道用水一般需要考虑一下

几个原则，首先安全第一原则，无论是灌溉渠道的使用安

全还是人工修建安全，都需要重点考虑。对于灌溉渠道的

设计规划，要避免采取一些深挖方、高填峰等施工方式，

尽量避免险要地势。对于山地丘陵地貌，要避免在河岸和

溪边布置渠道。其次，要加强自流灌溉的应用，要充分利

用当地地势优势，在地势高的地区设计灌溉渠道，在地势

低的地区设置排水沟。再次，要坚持综合使用原则，对于

平原地区，要尽量选用地表水与地下水综合使用的灌溉

模式，对于山地丘陵地区，可以考虑多方面运营，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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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多用。

3 灌溉技术的分类

3.1 喷灌技术与管灌技术

喷灌技术主要是通过对内部施压后利用一些喷灌

设备将水以水雾状的形式喷洒到农作物上面，以达到给

农作物补充水分的目的，同时还能够节约用水。喷灌技

术一般适用于大范围的植物灌溉，例如对蔬菜地农田的

大面积灌溉等。管灌技术主要是通过对电能的合理利用

来实现均匀灌溉，该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水资源的浪

费，不断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适合于一些干旱

地区、缺水地区。

3.2 微喷灌技术

利用低压管道以一个较大的流速形成小水滴进行

渗透灌溉的方式被称为微喷灌技术。该技术将土壤作为

介质来为农作物提供水源，一般用于蔬菜大棚、果园大

棚等用水量较大的地区。使用该技术，不仅能够达到节

约水资源的重要作用，还能够对农作物大量用水的需求

进行满足。通过根据农作物对营养的需求在微喷灌水源

中加入一些营养物质，将其溶解在水中，能够改变农作

物的生长周期，从而提升经济效益。

3.3 水渠防渗灌溉技术

通过合理利用灌溉，采用合理的防水材料以减少因

渗透流失导致的水资源浪费，该方式被称为水渠防渗灌

溉技术。应用该技术能够有效地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该技术一般应用塑料播磨以及沥青敷面等多种类型

的防渗材料，有效地突破了技术的狭隘，推动整体防渗

性能的提升。

4 优化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与灌溉技术的主要措

施

作为农业生产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水利工

程的出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实现了对水资

源的节约利用。为此，需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取科学

合理的手段推动灌溉工作的有效开展，通过合理利用灌

溉技术、加强管理，不断优化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与

灌溉技术。

4.1 加强资金支持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推动农田水利工程的

建设，提升管理技术，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资金方面

的支持，通过财政专项拨款、地方性政策支持以及金融

机构贷款等方式来不断地加大对水利设施的投入。中央

一级政府要做好政策导向，地方政府要推动政策和措施

的落实，坚持统筹兼顾、投以规划，要因地制宜采取科学

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安排和部署，不断提升农田水利的抗

洪减灾能力，实现从政策层面落实相关促使。

4.2 小微水利工程尽快落实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的生产发展，在经济建设过程

中要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支持，积极落实水土保持政

策，加强对水土流失项目的整治，构建宜居环境。要积极

推动小流域清洁建设，关注农村谁点的兼容性，积极推

动水利灌溉改革工作，提升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有效

性，力争实现高质量、高效的农田灌溉水平。要积极构建

完善的农田整体灌溉系统，不断推动配套设施的完善，

提升农田灌溉工程的使用效率，推动具体利民政策的落

实。对于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灌溉技术的发

展，要切实解决最后 1KM 的问题，对田间工程的建设要

加大建设力度，要积极构建小型水利工程，推动小型支

流集中连片，进而推动整体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

4.3 因地制宜采取有效地灌溉方法

在水利灌溉工程的设计和发展过程中，要结合实际

情况，真正做到因地制宜，满足农田实际需要。我国国土

辽阔，南北和东西之间在气候、降水等方面都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不同地区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同，正是地理

位置和气候因素的不同，对于灌溉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同时一些地区地理环境十分脆弱，这也要求我们在对农

田水利灌溉工程进行完善的过程中要避免对生态环境

的破坏。在实际的设计工作中，要加强对地形、地势等的

关注，依托于地形高度差来建设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积

极推动多元化发展，发挥创新精神，加强优质水利工程

的建设，择优筛选先进的水利建设工程技术。对于地势

高的地方要积极建设取水建筑，对于地势较低的地方则

可以利用渠道进行建设。对于一些容易囤水的地方，则

可以修建排水沟，积极推动自流灌溉，实现节约资源的

目的，也可以加强对挖渠、修坝以及填方等形式的利用，

从而减少对土壤的二次伤害。

5 总结

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重点关注的工作，因此近年来

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的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农田

水利灌溉技术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的发展和建设对农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惠民政策，要切

实做好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规划，不断提高灌溉技术水

平，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不断提升农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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