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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是衡量国民经济增长速率与增长空间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也是调整水资源管理战略的重

要参考依据。通过计算农田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系数,有助于全面评价宏观政策、水资源管理模式与节水灌溉措施。基于此,本

文围绕如何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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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业灌溉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受环境和

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诸多地区灌溉水的利用率较低,因此,

应客观地认识灌溉水利用系数的现状,并采取针对性改进措

施,让农田灌溉水发挥其 大功效。 

1 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概述及重要意义分析 

探究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的重要性,首要前提是明

确农业经济发展目标是什么,设定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的目的是什么,由此,进一步深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知,

在保证农作物灌溉需求的基础上,达到优化水资源分配,提

高淡水资源利用率的目的,推动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 

1.1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概述 

灌区水利用系数通常指一次灌水中农作物利用的净水

量与水源渠道总引水量的比值,同时也是评价灌区水利用效

率的关键要素,这充分反映了灌溉工程质量、灌溉工程技术

及灌溉用水管理的综合指标,是农业水资源利用概况评价、

发展节水灌溉及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的主

要依据。 

1.2发展目标 

到2020年,我国农田灌溉水利有效利用系数不得低于

0.55,2030年,农田灌溉水利有效利用系数不得低于0.6。 

1.3增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的意义 

其一,有利于落实国家节水发展战略。我国 新的发展规

划中明确要求,到2020年,农田灌溉水的利用系数不得小于

0.55,其也成为了国家对水水利行业发展概况评价与考核的

重要指标。因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

标可推动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其二,有效缓解农业用水短缺的矛盾。我国水资源现状

不容乐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农业的

耗水量已经占据总水量的6成。很多地区在农业发展与水资

源利用方面均存在较大矛盾。但是我国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较低,这也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农业用水效率并未达到较

为理想的水平,存在着严重的水资源浪费问题。节水技术仍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三,增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是保障国家农作物

产量与农产品安全的先决条件。我国淡水资源分布不均衡,

且水生态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现有的淡水资源根本无法满足

农作物生长的需水量。由此,农业灌溉节水显得尤为重要。据

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如果全面推行节水型农业生产模式,截

止到2030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将达到60%以上,而年

节水量也将达到1000亿立方米以上,这对于国家农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其四,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是推动供水单位良

好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我国大多数供水单位多以供水收入

作为生产经营资本,只有不断提高供水效率,才能扩大利润

空间,进而满足技术引进、人力配置、设备采购、维护保养

等一系列活动的资金需求,推动供水单位的良性发展。 

2 灌溉水利用系数的影响因素 

灌溉水水量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渗水

损失。如输水渠道利用渠底、边坡土壤的空气渗漏的水量和

田间的深层渗水量。其二是漏水损失。如受地质条件、生物

作用和施工效果不佳而损失的水资源。管理不力也会引发泄

水问题,进而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损失。且工程未得到及时维

修也会造成水资源损失。管理人员需采取有效措施规避以上

问题。可以说,灌溉水量损失防渗、灌区的类型、地理位置、

灌区的规模和渠道的级别均是影响灌溉水利用系数的重要

因素。 

2.1灌区规模 

灌区规模和灌溉面积越大,各级渠道的数量越多,其长

度越长,在输配水过程中会出现严重的渗漏损失,进而严重

影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系数。如灌区规模和面积较小,其长

度较短,则输水过程中所消耗的水量会明显减少,水资源利

用效率高,灌溉水利用率自然相对较大。 

2.2渠道级别 

对于灌区的干、支、斗等不同渠道,其断面尺寸、土壤、

地形、养护管理的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成为了影响渗

漏损失的主要因素,受此影响,渠道有效利用系数各不相同。 

2.3地域 

不同地区的地形和地貌明显不同,水文地质也存在较大

差异。这对灌溉水利系数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土层贫瘠,

砂石土壤较多,且土壤具有强透水性,蓄水条件较差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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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渠道损失十分严重,严重影响了灌溉水利用系数。此外,

相同地区不同年份的水文气象条件也存在着一定差异,也会

对灌溉水利用系数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要以范围内不同灌

区和不同年份的灌溉水利用率加权平均值代表灌区灌溉水

利用系数。 

2.4灌区类型 

灌溉工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蓄水工程、引水工

程和堤水工程。其中,引水工程的工程质量不及蓄水工程,

堤水工程渠道防渗衬砌质量较高,用水管理制度成熟且完善,

因此管理难度较小,提水工程渠系水利用系数也占据明显的

优势。此外,输水渠道当中,填方渠道的渠道水利用系数要小

于挖方渠道水的利用系数,这主要是由于填方渠道较原地面

高,土壤的颗粒松散型较强,在渠道外部形成了明显的水力

坡降,故而渗漏排水也相对较快,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输水损

失。灌区面积集中度越高,则灌区水利用系数越大,而若灌区

为长条状分散形式,则输水渠道的长度较大,沿途也会损失

诸多的水资源,水资源利用率低,因此渠系水利用系数相对

较小。 

2.5灌溉技术 

技术因素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分别为工程节水技术和非

工程节水技术。该技术主要是为了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系数。

如今,我国水资源储量明显减少,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进步,出

现了很多新型的节水技术。只有合理把控灌溉水利用系数,并

将其作为日常工作中的主要内容,才能更好的提高灌溉水利

用水平,从而为灌区的改造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3 增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的有效策略 

3.1发展节水改造工程,完善灌区配套续建设施建设 

确保渠道衬砌施工质量,重视渠系建筑物配套维修能够

增强渠系的过滤能力,严格控制渠道的水位,进而缩短渠道

输水所消耗的时间。现阶段,渠道工程防渗措施较为多样,

如以渠道防渗材料来划分,其主要可分为涂料、水泥土、石

料、混凝土及沥青混凝土、沥青玻璃纤维布油毡和塑料薄膜

等,不同防渗材料的基本特点、适用条件和防渗效果均存在

十分明显的差异。 

低压管道输水针对地处季节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的地

区,我国近几年比较干旱,取水量也明显提高,地下漏斗显著

增大。在灌区建设和维护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确保地下水水

位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应保证洗碱净定额的水量满足要求,

并利用渠道引水和低压管道输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多渠道

并灌。 

再者,积极推广应用新型节水技术。蔬菜、水果及其他

经济作物种植区域内,需采用新型的节水工程技术措施。现

阶段较为常见的节水工程技术有喷灌、滴灌、微灌和上灌技

术,上述新技术的应用增大了灌溉水利用系数,并取得了较

为理想的效果。 

另外,还要重视田间工程配套建设。径流和深层渗透是

引发田间水损失的主要因素,农田灌溉中采用小畦灌溉、沟

灌和波涌灌等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径流损失。而采用覆盖保墒

等多种农艺措施可有效抑制田间水的蒸发,明确科学合理的

灌溉定额,且严格控制灌溉的时间,进而有效规避渗漏问题。 

除此之外,开展灌区信息化建设。灌区信息化建设工作

尤为关键,在信息化建设中要合理应用墒情测报技术、激光

控制土地整平技术、IC卡射频等技术等,并结合当地实际充

分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为灌区现代化管理的发展创造有利

条件。 

3.2优化灌区节水管理技术 

首先,要建立健全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加大节水宣传力

度,培养群众的节水理念。其次,进行水价改革,使其达到供水

成本,从而促进节水农业的稳定发展。再次,科学调配区域水

资源,有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保证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此外,

应结合管理机构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加强渠道、排水沟及

建筑物的养护、维修和管理,有效加强输水的通畅性,增强管

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完善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后,采用先

进完善的农业和农艺技术,不断增大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在

工程节水和管理节水的过程中,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根据工

程实际采取深耕保墑、秸秆覆盖等措施,并积极发展集雨农业,

科学使用保水剂,以此增大灌溉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系数。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如今我国很多地区均存在土地平整精度差,

田间配套设施建设水平低,渠道衬砌率低的情况,甚至出现

了渠道配套建筑物老化失修等问题,极大的影响了自动控制

技术,对此,有必要采用新型的灌水技术和先进的灌溉方式,

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推进我国农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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