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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流域中的华北平原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全年降水不均。因此引黄河水成为了重要的解决措施。但是由于观念、

技术和资金等因素的限制,灌溉效率不高,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建设。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引黄工程,推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快

速发展。 

[关键词] 引黄工程；灌溉效率；农业经济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设计规划中,要不断完善生产条件,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输排水效率,从而促进水资源的充分利用,

使其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也可有效保证农业灌溉,进而缓解水

土流失问题,促进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 

1 引黄灌区农田水利灌溉设计与节水研究的重要性 

在引黄灌区农田水利灌溉设计中,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

设计的科学性和安全性,其一方面应充分顺应我国农业政策

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展现工程的综合效益。完善的农田

水利规划设计可保证农田灌溉排水系统的运行,改善农田灌

区的生产条件,进而增强输水及排水能力,减少农业生产中的

经济损失。高质量的水利灌溉设计还可增大水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农业灌溉的成本投入。另外,研究引黄灌区农田水利灌溉

节水设计可有效减少农户的经济损失,提高农户的生活质量。 

2 农田水利灌溉设计与节水研究的原则 

2.1 继承原则 

结合地区实际设计制定农田水利设计方案,同时合理继

承水利系统中的固有优势,调整与改进不合理的部分,之后

再结合前期制定的优化目标,提高农田水利结构布局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另外还要详细分析农田水利工程的现状与布局,

在集成原则的基础上编制工程设计方案。 

2.2 整体原则 

农田水利灌溉对农作物生长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农田

水利灌溉设计规划提高了生态服务的质量,同时其也具备隔

离建设的功能。因此,在农田水利设计中,应在重视布局的基

础上合理控制建设的数量,做好生态环境、经济安全以及生

产安全的协调工作,真正实现统筹兼顾。 

2.3 动态原则 

农田水利工程充分融合了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相关管

理人员应灵活把握工程设计,结合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设计

方案加以控制和调整,从而保证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此,

在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设计中,一方面要积极保护生态环境,另

一方面还需提高工程的经济效益,充分体现刚柔并济的特点。 

3 引黄灌区农田水利灌溉设计与节水分析 

3.1 引黄灌溉的绩效 

3.1.1 引黄灌区成为我国的重要粮食基地 

引黄灌区的范围较广,其对黄河两岸平原地区的农业发

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补充地下水的作用,

实现了粮食增产的目的,优化了当地的水资源,促进了当地

农业的发展。 

3.1.2 盐碱地分析 

黄河水流经黄土高原,使用黄河水灌溉会将水中的泥沙

滞留在土壤的表层,在光照的作用下,水分会快速蒸发。进而

使得土壤表面的盐分与泥沙含量增多,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盐

碱地。再加上降雨量有限,排涝工程数量较少,盐分无法受到

冲刷和稀释, 终影响了土地的质量。 

3.1.3 黄河水量季节变化明显 

农田作业中,三月到五月以及九月和十月是需水量较大

的时期,但是此时,黄河的降水量较少,黄河供水无法充分满

足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六月到八月期间,黄河的降水丰富,

但是农田的需水量较少。 

3.1.4 黄河的调蓄水工程灌溉水量较少 

黄河灌区末梢地带的灌溉水量十分有限,且轮灌周期较

长,因此应在附近地区开采地下水满足灌溉的需求。黄河流

域6-8月降水充沛,农田对灌溉的需求不高,调蓄水工程运行

频率较低,使得黄河水源流失较为明显。 

3.2 井渠双灌的有效措施 

农业需水量较大时,为了保证农作物的健康生产,应及

时开展农田灌溉,此时主要采用开采地下水的方式保证农田

灌溉的质量和效率。引黄灌溉渠的末梢区域与渠道距离较远,

灌溉水量无法达到灌溉末梢,故而要以地下水做好农田的灌

溉。应用地下水进行农田灌溉时,地下水的水质较好,且地下

水可冲刷土壤表层,进而起到了稀释土壤表层盐碱成分的作

用,开采地下水能够有效控制渍害问题。通常,低洼地区的地

下水位较低,若采用引黄灌溉,则地下水位会明显上升,对农

业生产也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开采地下水保证农田灌

溉,则可有效降低地下水位。 

3.3 调蓄工程措施 

黄河流域降水量季节变化较为明显,水量变化较大,影

响了农业生产。调蓄工程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在黄河降水量

较大时蓄水,水量不足时用水,以确保农田灌溉的水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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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引黄调蓄水工程可沉淀黄河中的泥沙,从而优化灌溉水

质,促进我国节水灌溉的发展。 

3.4 井渠蓄排的节水模式  

3.4.1 渠沟井低压管模式 

针对地势低洼的地区,应有效控制大盐碱渍害的节水模

式,并在灌区科学设置机井,抽取地下水,这样一方面能够缓

解盐碱问题,另一方面也可有效控制渍害。水量不足时,需确

保水量满足农田灌溉的要求。且积极建设排灌设施能够及时

排出自溢的地下水、灌溉剩余的水以及农田盐碱物。 

3.4.2 渠沟蓄井低压管模式 

在纵深区域以及灌溉的末端区域积极建设机井工程。农

业生产中,井渠交替使用可有效控制盐碱问题,同时也可降

低地下水位。若出现末端水量不足的问题,可第一时间使用

地下水保证农田灌溉。蓄水池可将黄存蓄黄河水,从而在降

水量较少而农田需水量较大时应用于农田灌溉之中,而且蓄

水池还可改善灌溉渠的水质。另外,要科学布置浅沟,排出灌

溉余水以及地表降水,从而有效减少地表的盐碱成分。 

4 引黄灌区农田水利灌溉现状 

4.1 设施配套不完善,损坏和老化较为明显 

20 世纪 50-70 年代,引黄灌溉工程建设进入到了巅峰发

展期。很多工程设施均于此时建设,受到时代的影响,资金投

入较少,技术能力不足,建设标准较低。与此同时没有建设完

善的配套工程,因此影响了灌区的经济效益。现阶段,支干渠

渗漏、冲淤和险工问题较为明显,且渠系建筑物损坏较为严

重,这些问题均影响了工程功能的发挥。 

4.2 黄河河段季节变化明显 

夏末秋初,河流的径流量达到全年峰值,干流和大规模

的支流流量可达到全年总流量的 6 成。但是此时,农业灌溉

的需水量较少,水资源直接流入大海。但是在农忙时节,黄河

水量较少,上中游的水利枢纽当中只有 4 座水库具备良好的

调蓄能力,所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断流以及弃水问题,削弱

了水库的调蓄能力。 

4.3 水资源供需矛盾更为明显 

资料显示,自上世纪 70 年代,黄河下游就出现了断流的

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断流风险越来越大,如今黄河的流量

明显低于多年的平均值。上世纪90年代后,每一年都会出现

较长的枯水期,无法充分满足工农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用

水需求,供水矛盾也更为突出。 

4.4 泥沙含量明显增多,淤积严重 

当前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且河道

也在不断增高,因此河槽雨季的淤积问题也更加严重,若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清淤工作,一方面会加重农业生产的压

力和负担,另一方面还会对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

阻碍。相关统计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黄河下游的年平均清

淤费用超过了一亿元,清除的淤泥多堆积在河道的两岸,占

用了大面积的耕地,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问题,影响了生

态环境的质量。 

5 引黄灌区节水灌溉的有效措施 

5.1 井渠双灌技术 

水井和渠道的充分结合可促进地表水与地下水的合理

利用,进而真正实现开源节流。在渠道的末端,灌溉水量较少,

需要利用地下水进行农田灌溉,利用地下水实施农田灌溉时

可清洗冲刷土壤表层的盐碱物质。而对距离渠道较近的部分

则可充分利用渠道灌溉,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5.2 沟灌灌水技术 

沟灌灌水技术可减少水分流失,增大水资源利用率。另

外还可促进植物扎根土壤,充分吸收土壤中的水分。现如今,

引黄区的种植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且经济作物也可产

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该技术在经济作物

的灌溉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促进作物的增产增收。 

5.3 采用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技术 

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发展中

也出现了很多新型的节水产品,其可提高灌溉水量控制的科

学性与准确性,并及时调整土壤的湿度,这不仅改进了农业

节水灌溉数字智能控制系统,也提高了水利灌溉中的科技含

量,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且现阶段,众多智能化产品在

农田水利中的应用也有效提高了农田水利灌溉的效率。 

5.4 调度水源的统一管理 

传统的管理中,管理集中度和管理效率较低。对此,要积

极建立科学完善的闭合管理系统,实现全河水量的统一调

度。同时还要深化用户的管理意识,调动用户参与管理活动

的积极性,进而制定更为科学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促进管理

程序的规范化建设。 

6 结束语 

总之,引黄灌溉农田水利设计与节水工程在我国农业发

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而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积极研究

相关问题,可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国创造

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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