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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和管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要予以足够的重视。文章以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及

管理的重要意义为研究起点,详细探讨了当前灌溉渠道维护及管理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实际,提出了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保障措施。文章结论对提高我国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维护和管理水平,促进农业发展

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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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灌溉是保证农业增产增收的基础,而科学有效

的灌溉渠道维护和管理,是保证和提高灌区农田水利灌溉效

率的关键性问题[1]。因此,对农田水利灌溉进行高效管理和

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此,各灌区应该不断加

大高效灌溉方式的探索,强化农田灌溉渠道运行管理和维护,

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1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及管理的重要意义 

1.1提高有限水资源的利用率 

我国地域辽阔,水资源总量十分丰富,但受到地域因素、

人口因素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很多地区都存在水资源短缺问

题[2]。根据相关资料数据,我国不仅人均水资源量不及世界

平均水平,水资源利用率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进一步加

剧了有限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由此可见,加强农田灌溉渠道

的维护和管理,减少渠道输水过程中水资源损失,对于提高

用水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有助于提升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对我国的农民而言,其 大的期望就是经过一年的劳作

之后能够获得好的收成。但是农业生产受气候因素影响极大,

而这一因素现阶段还不能进行有效的人为干预[3]。据统计,

我国每年因为天气和气候原因造成的农业损失都在千亿元

以上。特别是在极端干旱气候背景下,区域农业有可能出现

零收入。因此,强化农田灌溉渠道的维护和管理工作,可以大

幅提高农业生产的水资源供应,从根本上保证农业增产和农

民增收。 

1.3有助于维护良好的用水效率 

我国农业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培育出种类众多的农

作物,这些农作物由于自身的性质不同,用水需求也存在较

大差别。因此,加大农田灌溉渠道的运行和管理,可以基于农

作物的不同用水需求进行水资源的合理安排,这样,不仅可

以有效满足各类农作物的生长用水,还能 大限度发挥农田

灌溉渠道的价值和作用。 

2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及管理的主要内容 

2.1做好渠道和渠系建筑物的检查 

渠道和渠系建筑物的检查是一项重要的平时工作,对掌

握农田灌溉渠道的动态、保证工程的安全运用和作用发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般而言,渠道和渠系建筑物的

检查的主要内容是监视渠道的水情和水流状态、工程状态和

工作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不上力求掌握渠道工程和水情的

变化规律,为灌溉渠道的科学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另一方

面,在渠道和渠系建筑物的检查中要能够及时发展异常现象,

并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事故的

再次发生。渠道工程检查的主要方式是进行表面状态观察,

一般通过眼看、耳听、手摸和敲打的方式进行,随着水利科

技的迅速发展,仪器检测逐步被引入渠道工程检查领域,并

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以渠道水流流态观察为例,观察过

程中要特别注意渠道的水流是否平顺,流态是否正常,如果

是有水闸设施的渠段,应该着重观察闸口部位的水流是否平

直,观察渠道水流流态时,应特别注意是否有渗漏现象发生,

一般在渗漏部位会出现管状漩涡。 

2.2做好渠道的维护工作 

渠道的检查和维护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检查的目

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而维护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发现的问题,

可以说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只有做好渠道的日常和定期

检查维护,方可保证灌溉渠道处于良好状态,保证农田灌溉

工作的顺利进行。下面,将灌溉渠道的各种检查养护要求分

述如下： 

第一,要做好灌溉渠道放水前的检查养护工作。在放水

前应该沿渠道进行仔细检查,看水渠内有无挡水障碍物,渠

道的堤坝有无残缺,分水口和相关的斗门设施是否存在损坏

现象,泄洪闸和溢流堰是否关闭良好等。对于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要及时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修缮和处理。 

第二,要做好放水时的检查养护。该阶段检查的重要内

容是是否存在偷水、漏水现象,一经发现要立即制止,对于情

节严重的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置；对发现的漏水地段,

要及时采取堵漏措施,对于发现的险情渠段,要通知渠首进

行关闸和压闸并立即进行抢修,待险情处理完毕后再恢复正

常供水。如果遇到暴雨,应及时开启泄洪设施,防治洪水漫溢

渠堤对渠道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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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做好渠道滑坡防治工作 

部分渠道是由页岩、泥岩、粘土等抗剪强度较低的地表

覆盖物建设而成,如果渠道的坡度较陡,则极容易产生滑坡。

另一方面,渠道水流和降雨对这些地表覆盖物的作用也不容

忽视,会造成抗剪强度的明显降低。因此,这些土石组成的渠

道在雨季非常容易产生滑坡现象,所以,做好渠道滑坡防治是

农田灌溉渠道管理维护的重要内容。针对渠道滑坡防治,应该

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事前检查,对可能发生滑坡

的危险渠段要做到及时发现并采取补救措施；二是在易发生

滑坡的渠段设置排水系统,使雨季沿渠道山坡的雨水可以按

照预定途径排泄,减少雨水过多下渗引发滑坡危险；三是在易

滑坡渠段设置挡土墙或其他支撑措施,增强渠道的抗滑能力。 

2.4做好渠道防冲刷工作 

水流的对渠道的冲刷作用也是造成渠道损害的重要原

因,在农田灌溉渠道的运用、管理和维护中,要针对渠道冲刷

的常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具体而言,应该做好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针对渠道土质差,夯实不密的情况,

应该采取压实渠床,对渠道坡面采取粘土护面或其他防护措

施；二是对于纵坡坡度较大的渠道应该通过工程改造,放缓

纵坡坡度,对不便改造的渠道可以设置跌水或陡坡等建筑物

减少冲刷危害；三是针对水流轴线和渠轴线不吻合的情况,

应当修改转弯半径或裁弯取直；四是针对渠道连接部位可能

产生的冲刷,可以通过在连接点修建跌水或陡坡,同时对岸

坡增设砌护措施[4]；五是对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流速不均问题,

应该积极改进管理办法,保证水流的均匀性,此外还要注意

打捞渠道内漂浮的杂物。 

3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的保障措施 

3.1强化渠道运行维护管理的认知 

显然,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

民的增收,不仅需要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更需要做好已

有水利工程的维护管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我

国大部分地区都比较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而对工程运行

中的保养和维护重视不足。“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造成

许多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功能下降甚至消失,不仅造成

大量资产损失,也不利于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提高

有关部门对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护意识,通过良好的管

理维护,保证农田灌溉渠道的良好运转。另一方面,鉴于我国

的实际情况,广大农民群体是灌溉渠道的实际使用者,因此,

要加强对农民群体的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明白灌溉渠道的维

护和管理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进而主动投身这项工作,

也只有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才能将渠道管理的各种手

段落到实处。 

3.2加大渠道维护管理领域的投资力度 

显然,农田灌溉渠道的维护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

入,而投入不足也是当前灌溉渠道管理不善,病险问题比较

突出的重要原因。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农田水利设施属于准

公共产品,各级政府在该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管理和投入责

任。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农田水利工程维护的重要

性,扭转重建设轻管理的错误思想,在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

度的同时,也要加大在后期维护管理领域的投入。同时,各级

政府还要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和广

大农民投身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多途径筹集资金,保证农田

灌溉渠道维护管理的资金需求,提高维护管理的水平。 

4 结语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关乎国家发展和存亡

的关键产业,而农田水利灌溉又是保证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

和前提,必须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的

管理人员和广大农民群众要变革传统思想,不断探索农田灌

溉渠道维护和管理的创新模式和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渠道管

理水平和有限水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农业产业和国民经济的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万丹.渠道防渗与节水灌溉技术研究[J].水利技术监

督,2019,(02):86-88. 

[2]吴爱雪.农业节水灌溉措施探究[J].河南水利与南水

北调,2019,48(02):18-19. 

[3]吕建.渠道设计与施工管理[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

调,2019,48(01):51-52. 

[4]胡占军.农田节水灌溉及高产经济发展措施研究[J].

陕西水利,2019,(01):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