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6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探讨 
 

任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 

DOI:10.12238/ems.v6i1.6654 

 

[摘  要] 水利灌溉渠道作为农田灌溉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及水利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水工建筑的重

要形式之一,其主要功能是给农作物生长输送水资源,以实现农作物增产以及节约农业用水目的。并且水

利灌溉渠道的正常运行,对于农业种植生产活动地有效开展非常关键,并且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农业经济进步以及确保社会和谐。水利灌溉渠道实际运行主要就是把水资源从

水源地输送到农田,以确保农作物生长需求的水分,使农作物得到健康生长。因此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包

括气候天气、地理地势、经济水平等)与国家的相关规定要求,合理实施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然后由于

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意识、制度、资金、技术等因素),造成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过程中存在诸多问

题(比如渗漏、裂缝等问题)。所以在开展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达到防止相关

因素的影响,使水利灌溉渠道在农业经济发展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得到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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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s, as a key component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ystems and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for water conservancy,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hydraulic construction. Their 

main function is to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for crop growth, in order to achieve crop yield increase and save 

agricultural water. And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s is crucial for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helps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promote agricultural economic progress, and ensure social harmony.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s mainly transports water resources from water sources 

to farmland to ensure the water needed for crop growth and promote healthy growth of crop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local conditions (including climate, weather, geographical terrain, economic level, etc.) 

with relevant 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and reasonably implement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work. Then, due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consciousness, system, funding, technology, etc.,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s (such as leakage, 

cracks, etc.). Therefore, when carrying out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s,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prevent the influence of relevant factors, so as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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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渠道是水利项目中的重要工程形式之一,其主要功能

是给农作物生长输送水资源,以实现农作物增产以及节约农业

用水目的。并且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对于促进农业种植生产活动地顺利实施、节约水资源、保障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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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以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水生态文明等方面具有重要影

响。所以在实际的水利灌溉渠道运行时,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包

括气候天气、地理地势、经济水平等)与国家的相关规定要求,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相关因素的影响,以实现水利灌溉渠道运行

维护及管理工作的合理实施。 

1 水利灌溉渠道的相关概述 

水利灌溉渠道把水资源输送到农田的水道,其具有实现农作

物增产以及节约农业用水等功能。水利灌溉渠道形式比较多,比

如可以分为明渠与暗渠形式,其中明渠一般的地面上实施建设,

其具有作业简便、造价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但也存在渗漏与蒸

发的水量比较多等不足；暗渠主要表现周围密闭的水道,其具备

渗漏小、蒸发少等特点,然而其也存在造价高、维护麻烦等劣势。

也可以对水利灌溉渠道划分为干渠、支渠以及斗渠等形式。笔

者所在地区的重点水利灌溉渠道有开都河第一分水枢纽北岸与

南岸干渠。其中北岸干渠自开都河第一分水枢纽北岸引水闸引水,

沿线合并了开都河北岸乌兰尕孜渠、百灵渠、岔孜渠、解放二渠

等无坝引水龙口,是开都河中上游灌区重要的引水工程。开都河

第一分水枢纽南岸干渠工程位于和静县巴润哈尔莫墩镇,属于塔

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及农业综合开发骨干工程项目,是开都河第

一分水枢纽配套工程之一。南岸干渠全长26.667公里,混凝土和

浆砌石防渗。南岸干渠分总干渠、一支干和二支干,南岸干渠总

干渠全长2.74公里,设计流量23m³/秒,加大流量28m³/秒。南岸干

渠一支干全长10.667公里,设计流量15m³/秒,加大流量18m³/秒。

南岸干渠一支干包含闸门12座(包括总分水闸),渡管3座,排水

涵洞1座,输水涵洞1座,桥9座,控制灌溉面积28万亩。一支干于

尾端12+000处接开来渠。南岸干渠二支干全长14.735公里,全部

为混凝土板防渗。设计流量8m³/秒,加大流量10m³/秒,控制灌溉

面积14万亩。 

2 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重要意义 

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保障其

安全运行,以及发挥其在保障农业种植生产活动的用水需求与

国家粮食安全、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农业种植生产活动开

展、农业经济进步以及确保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功能价值具有重

要意义。 

2.1保障农业种植生产活动的用水需求。在农作物种植生产

过程中,对于用水需求比较大。而部分地区为了满足农业种植生

产用水需求,不断运用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逐步下降,这样不

仅无法增加相关成本(比如灌溉成本与种植生产成本等),严重

制约了农作物种植生产效益。而做好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在保障农业种植生产活动用水需求的基础

上,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分配。比如笔者所在地区的北岸干渠工程

建成,将原四处无坝引水渠首合并引水,提高了引水保证率,改

善灌溉面积55.3万亩,完善了灌区的水量观测和测水配套设施,

为灌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优化配水提供了条件。南岸干渠

自开都河第一分水枢纽南岸引水闸引水,年引水量为2.86亿m³。

通过合并原来的大巴仑渠、小巴仑渠、开来渠三座无坝引水渠

首,实现对灌区内37.6万亩耕地面积的控制灌溉,完善了灌区的

量测水配套设施,提高了引水保证率,减少了水量损失。 

2.2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水资源被工农业生产造成

的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用水紧张,还制约了

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通过实施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

理工作,在确保水利灌溉渠道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可以使水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比如笔者所在地区的主要水利灌溉渠道(开都河

第一分水枢纽北岸与南岸干渠),其中北岸干渠工程运行维护及

管理工作的开展,使得干渠防渗后渠系水利用系数由0.88提高

到0.95减少了水量损失。南岸干渠,平均年节水量1940万m³。 

2.3增加农作物种植生产效益。在实际的水利灌溉渠道运行

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水流冲刷、河水腐蚀等),造成相

关设施存在问题(比如坍塌、腐蚀等),则会增加灌溉设施的维修

成本等,浪费人力物力的损耗,对于农作物种植生产效益也产生

重要影响。然而加强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能够提前发现其相

关设施存在的故障问题,对于减少种植生产成本具有重要作用,

从而有助于增加农作物种植生产效益以及保障水利灌溉渠道运

行的安全稳定。 

3 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管理的工作要点 

3.1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管理工作要点。(1)做好涉及水利灌

溉渠道运行相关内容的资料收集工作。为了保障水利灌溉渠道

运行的安全,在其管理时,必须全方位的收集相关资料(比如水

文、水质、气温、风速等),水利灌溉渠道沿线的地质与土壤资

料(比如含水率、孔隙度、渗漏系数等方面),从而为水利灌溉渠

道运行管理方案制定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2)加强涉及水利灌

溉渠道运行设施相关指标参数的检查。在实际的水利灌溉渠道

运行管理时,需要依据国家规定、水利灌溉渠道运行检查制度与

水利灌溉渠道实际,加强沿线岩土勘查工作以及对灌溉渠道相

关设施做好检查,及时清理影响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的杂物,坚持

养重于修的理念,使灌溉渠道运行管理工作得到贯彻执行。(3)

提升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的信息化管理水平。科技的进步发展,

增强了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管理能力,减少了管理成本。比如在水

利灌溉渠道运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可以提升管理工作效率与

管理成效。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渠道运行水流的监测系统,

包括对水量、水流速以及渠道的水位等进行实时监测,从而为水

利灌溉渠道运行的实时管理提供参考,有助于水利灌溉渠道运

行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3.2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工作要点。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

理工作重点主要就防渗层维护。其中防渗层维护内容主要包括：

土料与水泥土防渗层、砌石防渗层、混凝土防渗层以及膜防渗

层等维护工作。比如土料防渗层维护,主要对其存在的裂缝与孔

洞等进行清除,再利用合适的土料进行回填；水泥土裂缝的维护

可以在其缝隙内浇筑水泥浆；砌石防渗层维护工作要点包括拆

除病害位置并清洗,再选用合适的石料开展砌筑作业,假如存在

空隙,则实施灌浆填充；混凝土损坏(比如错位、滑塌等)的维护

工作要点包括清楚病害部位,尤其要处理好新旧混凝土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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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工作；膜防渗层假如存在损坏时,一般运用相同材质的膜料

进行粘补维护。对于大部分的水利灌溉渠道维护工作形式主要

是通过灌浆与翻修,其中水利灌溉渠道的灌浆维护工作方式包

括重力与压力灌浆方法,其通过水泥浆对病害部位进行灌注维

护；水利灌溉渠道的翻修维护工作是把病害部位进行挖除,然后

再重新回填的维护方式,然而在实际挖除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

素的影响,所以在水利灌溉渠道进行翻修维护时,必须在规定要

求下,充分考虑其水利灌溉渠道病害实际,合理开展翻修维护问

题作业。 

4 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影响因素及其

措施 

4.1影响因素。笔者主要从意识、制度以及资金等方面进行

简要说明：(1)意识因素。目前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

部分从业人员仍然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等意识,只关注水利灌溉

渠道的建设质量控制,而没有做好其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严重

制约了水利灌溉渠道的运行效益；(2)制度因素。现阶段,由于

部分地区仍然沿用传统的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管理维护制度,未

能同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管理的最新规定与标准与时俱进,先进

的信息化管理技术未能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得到运用,从而严重

影响管理成效；(3)资金因素。实际的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

管理对于资金的需求比较大,比如购买维护设施。而部分地区由

于在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其相关管理

工作未能得到贯彻落实,增加了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的安全隐患。 

4.2加强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相关措施。(1)增

强从业人员的运行维护管理意识,通过加强对水利灌溉渠道运

行维护及管理的重视,增强他们的管理意识,从而达到合理利用

水资源目的；(2)科学建立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制度。

结合国家最新规定与水利灌溉渠道运行实际,通过全方位的收

集相关资料,以达到科学构建相关管理制度目的,使水利灌溉渠

道运行维护及管理向科学化、规范化发展。(3)加大资金的投入

力度。本文以笔者的重点水利灌溉渠道为例,北岸干渠工程批准

概算总投资4575万元,资金来源于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项目

资金、国家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国债资金及地方

配套自筹资金。工程实际竣工决算为4384.61万元。开都河第一

分水枢纽南岸干渠工程批准概算投资2417.05万元。资金来源于

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项目资金、农发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

工程决算投资为2446.2048万元,其中：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

项目资金1561.44万元、农发资金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134.76

万元。 

此外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与优化渠道运维管理技术。就加

大宣传力度而言,在开展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宣传

工作时,需要从价值层面着手,宣传灌溉渠道的功能价值,使运

维从业人员认识到其重要性。对优化灌溉渠道运维管理技术来

说,结合先进的信息技术(比如云计算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等),构

建可行的监测系统,使得灌溉渠道运维管理技术得到优化创新；

还可以通过无人机技术对水利灌溉渠道运行进行巡查,从而达

到减少运维管理成本、提升运维管理效率目的。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水利灌溉渠道可靠运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经济进步以及确保社会和

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必须做好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

管理工作。基于此,本文结合实例,概述了水利灌溉渠道,从水利

灌溉渠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重要意义出发,说明了水利灌溉渠

道运行维护及管理的工作要点,并对影响水利灌溉渠道运行维

护及管理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关措施,旨

在发挥水利灌溉渠道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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