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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水资源需求量也越来越高。确保农业生产用水稳定与安全是新时

期政府部门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成为当前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的话题。本文就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术的运用与实施要点展开全面探讨和研究，以期推动我国农业产业

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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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不

仅关乎着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推动社会经济

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现阶段，为保障农业生产用

水安全，国家层面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为进一步提升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同时达到理

想的节水效果，节水灌溉技术运用成为新时期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的核心内容。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就节水

灌溉技术的具体运用提出个人见解和建议，以期能够为

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帮助。

1 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术运用的意义

1.1 缓解水利工程供水压力

水是农业生产最为基础的资源之一，只有保障水源

供给稳定才能推动我国农业产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的核心目的在于保障农业生产用水稳定，

然而在农业用水愈加紧张的今天，如何更加科学高效的

利用有限的水源成为新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

发展趋势。节水灌溉技术的运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大

降低了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并解决了因灌溉方式

不合理造成的水源浪费，由此便有效缓解了农田水利工

程的供水压力。

1.2 发挥水利工程服务价值

水利工程作为一项服务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基

础设施，其建设与运行有着十分突显的社会经济价值。

一方面，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

础，有利于维护农村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还能够有效规划和利用水资源，并有效缓

解当前我国水资源匮乏问题。对于农田水利工程而言，

节水灌溉技术的运用不仅能够进一步强化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同时还能持续性保障农业生产安全，进而充分

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经济价值。

1.3 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与发展

众所周知，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是保障国家繁荣

与稳定的基础。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采用粗放型发

展模式，不仅生产质量和效率较低，同时也因漫灌方式

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浪费。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

中的应用，首先给农田灌溉方式带来本质性转变，同时

也推动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节

水灌溉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不仅降低了水资源需求量，同

时也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由此推动了我

国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

2 农田水利工程中运用的节水灌溉技术

2.1 低压管灌技术

低压管灌技术是指采用管道代替传统渠道来完成

农田灌溉的节水灌溉技术，该技术在现代农田水利工程

中有着十分广泛的运用。从效果上来看，低压管灌技术

相比传统渠道灌溉方式首先能够有效降低水资源浪费，

通过低压方式能够将管道内水输送到农田中，从而避免

了因管道内存水而造成的水源浪费。其次，低压管灌技

术还能够避免水源在输水环节因渗透和蒸发带来的水

源浪费，有效提高了水源的利用率。最后，低压管灌技术

对于农田占地要求相对较低，特别是采用地下管道铺设

的方式能够最低限度的占有农田面积。由此可见，低压

管灌技术的运用具有十分突显的价值和作用。

2.2 喷灌节水技术

喷灌节水技术是指采用喷灌方式完成农田灌溉的

作业方式，是一种应用十分普遍的高效节水技术。喷灌

节水技术工作原理为通过动力机及水泵等设备实现对

水源的加压处理，再通过一定高度的喷灌设备将水均匀

喷洒于农田之中，具有喷洒均匀、高效节水的效果。喷灌

节水技术根据作业方式不同可分为固定式喷灌、半固定

式喷灌和移动式喷灌三种类型，其中固定式喷灌主要适

用于小范围农田灌溉，而半固定式喷灌与移动式喷灌则

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因此能够在面积较大或地势复杂的

农田灌溉中加以应用，这里要根据农田灌溉作业面积及

强度来加以科学合理选择。

2.3 滴灌节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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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节水技术是指以滴灌的方式将水源输送到农

作物根部，从而在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的基础上实现降

低水源消耗的目的，因此该技术是当前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中节水效果最为理想的技术之一。在具体应用上，通

过在毛管或田间支管设置孔洞，通过施加压力将水源以

滴灌的方式进行农作物浇灌，并保障农作物根部土壤含

水量保持理想状态。与传统灌溉技术相比，滴灌技术能

够有效节约水资源达到 50%以上，同时也可以通过此方

式进行施肥等作业，使肥料应用更加集中。现阶段，该技

术主要应用与小范围内农田灌溉作业中，并且不适合用

于多种作物的农田中，因此其运用范围相对较窄。

2.4 渠道防渗技术

渠道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连接水利工程与农田的基础设施。在渠道建设环

节，强化节水灌溉技术的运用同样具有十分理想的效果

和作用。一直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工程渠道采用露天形

式，并且在输水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渗漏情况。而渠道防

渗技术则是在渠道建设时加入防渗材料，并采用“U”型

槽设计方式，这种渠道不仅能够避免水源的渗漏和流

失，同时还能提高输水效率。此外，新时期农田水利工程

渠道建设采用封闭式处理，这种建设方式还能够避免输

水过程的水分蒸发。由此可见，渠道防渗技术的运用提

高了农田灌溉的节水效果，并促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

平的全面提升。

3 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术的实施要点

3.1 因地制宜

为更好的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社会服务价值，在节

水灌溉技术应用时我们首先要做到因地制宜，能够基于

农田灌溉需求选择科学合理的节水灌溉技术。众所周

知，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南北差异十分明显，因此在农业

经济作物类型及用水需求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此背景

下，我们在农田水利工程中运用节水灌溉技术时必须坚

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按照当地农作物特征和用水需

求来选取科学合理的节水灌溉技术，如此才能最大程度

上发挥节水灌溉技术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具体而言，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人员要对农作物种植类型及农田地势

条件等进行细致调研，从而选择和制定最为科学合理的

节水灌溉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农田水利工程中。

3.2 经济实用

一般而言，农田水利工程多由政府部门直接投资建

设，因此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直接决定了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经济效益。节水灌溉技术运用水平与农田水利工

程服务效果存在密切联系，节水技术选择过程中在做到

因地制宜的同时还要坚持一定的经济实用原则，即在保

障农田灌溉节水效果的基础上尽可能选择经济投入较

低的积水灌溉技术。具体而言，由于不同节水灌溉技术

在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上经济投入存在明显差异，因此

节水效果愈加理想的节水灌溉技术往往投入成本更高，

这里要根据农田水利工程资金投入力度及农业生产需

求选择最为经济实用的节水灌溉技术。

3.3 维护管理

众所周知，节水灌溉技术的运用对于相关设备设施

有着较高要求，节水效果越好的就灌溉技术相关设备设

施也愈加精密，其成本投入也相对较高。在此背景下，一

旦节水设备设施出现故障时则会给农田灌溉及经济效

益带来严重影响。维护管理是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

术运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强化节水设备设施的管理及

维护作业，能够有效降低相关故障问题的发生，使节水

灌溉系统长期处于良好运行状态，进而最大程度上发挥

其应有的价值与作用。基于此，相关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人员应对节水设备设施管理维护给予高度重视，并定期

进行检查和维护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节水灌

溉技术运用成为新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发展的重要

趋势。基于此，为实现更高的运用效果和经济价值，我们

要高度强调水利工程运用的因地制宜、经济实用和维护

管理，如此才能在强化水资源节约的同时推动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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