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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们国家近年来大力倡导基础农业发展以及现阶段水资源的逐渐匮乏,农业及其他行业的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

工技术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工业革命以来,灌溉技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相对于旧式的灌溉

技术在节水方面做得更好,所以现代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出现是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现阶段世界范围内都

倡导节约水资源,人们节约水资源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这也带动了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进步,并且现在也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和效果。这篇文章简述了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并介绍了几种基本的节水灌溉技术,强调了节水工程施工过程中

的要点,希望可以给同行的相关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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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

度快,所以农业方面的发展有很大的压力。其次我国幅员辽

阔,各地地质环境各有特点,水资源总体匮乏并且分配严重

不均,所以我国面临着个别地区缺水严重的情况。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通过提高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才能解决水

资源浪费问题,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推动我国农业供给侧结

构化改革。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不仅提升灌溉效率还

有效缓解了地下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在节水

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研究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和投资力度,

促进该技术快速发展,加大普及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程度。 

1 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技术简介 

顾名思义,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核心就是以节

约水资源为目标,利用现代科技改进灌溉技术,以 优的水

资源量完成农业灌溉,在保证节水的同时要争取水资源能得

到充分利用,避免出现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将节水灌溉水利

工程施工技术运用到当前的农业灌溉工作当中,一方面可以

降低出现浪费水资源的现象的概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很大

一部分灌溉成本,这对环境、对各国人民都有很大的积极意

义。当前影响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变量主要有两个,

其中一个方面是气候。灌溉的基础是水资源,在比较炎热的

季节和地区,由于干燥的天气很难储存水分并且降水量较少,

节水灌溉工程比较难开展[1]。另一方面是地域环境。我国很

多地区因为地形地势不适合开展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

术,在这些地区实施节水灌溉工程的难度会大幅度增加,成

本与收入不匹配。 

2 目前主要的节水灌溉模式 

2.1滴灌节水灌溉技术 

滴灌节水灌溉技术的原理就是利用管道节水,在农作物

的根部或者需要定时浇水的部位布置水滴管道,这种管道可

以根据农作物的特点来选择容积大小。当农作物需要灌溉大

的时候,把管道的总开关打开,另外根据农作物的布置方式

还可以设置分开关。水资源通过管道上的小孔滴落在农作物

上,这样就可以实现固定部位固定农作物随时浇水。这种节

水灌溉方式的成本比较大,但是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让每一滴水都能被充分利用。这种滴灌节水灌溉技术在后来

的研究和发展中渐渐和农作物的施肥工作结合在一起。在保

证管道干燥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可以将肥料利用水滴管道输

送到指定农作物的部位,因为管道可以调节高度和角度,所

以水滴管道还可以满足不同的农作物不同的施肥要求。美中

不足的是这种灌溉模式的操作比较复杂,对于前期设备布置

要求较高,这种方法要求工作人员精确计算管道和农作物的

距离以及农作物之间的距离,还要考虑因为气候因素水滴可

能不能滴落到农作物上的情况。另外由于露天灌溉管道还要

经历太阳光的照射,很容易老化、报废,所以这种方法在现阶

段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2.2喷灌节水灌溉技术 

喷灌节水灌溉技术的原理是将地下水或者地上预备水

资源运输至灌溉地点,通过旋转喷头将水资源分解成细小水

柱并利用水压喷射出来,对农作物进行喷射灌溉。这种方法

简便易行,是一种半机械化灌溉方法,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

家得到了应用。种方法有许多特殊的优点,其虽然没有滴灌

的节水效果好,但是相对于传统的灌溉方法,喷灌灌溉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水源的利用率,在大部分情况下,喷灌单位

面积的节水量比灌溉要高约30%。其次喷灌改变了以前沟渠

灌溉的模式,减少了沟渠的数量,增加了有效耕地面积并且

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利用半机械化的喷管技

术可以是水源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耕地土质僵硬、板结

的问题,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节约了培育成本,同时喷灌技

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 

2.3微灌节水灌溉技术 

微灌节水灌溉技术和滴灌灌溉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其

原理都是利用管道对农作物进行浇灌,同时可以调节管道的

角度等满足不同农作物的灌溉要求。二者不同的地方就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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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节水灌溉技术利用的设备更加精密,可以精确确定满足不

同农作物的 少水量是多少,将水资源的利用率 大化。 

2.4渠道防渗技术 

渠道防渗技术是应用较早也较广泛的一种节水技术。我

国在采取漫灌方式灌溉的地区大多采用渠道防渗技术来节

约水资源。其主要的原理就是利用防渗材料改造渠道,减少

渗水率,其防渗的效果主要取决于防渗材料的性质。我国现

阶段采用的防渗材料有地膜式、土式和刚性材料,其中刚性

材料的使用率 广泛。随着科技的发展,防渗材料已经从单

一材料逐步过渡为复合加工材料,材料的塑性、刚性特征也

逐渐向弹性、可塑性转变,并且由于关于材料方面的研究,

防渗材料的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3 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要点 

3.1地下管道布置施工 

地下管道施工是大部分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

基础。在地下管道布置施工的过程中首先要考察的是灌溉地

区的地质情况,根据不同的地质选择合理的施工方案、设备

及技术[2]。在工程实施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的测绘, 重要

的工作是管道的掘进过程。在管道开挖之前要制定完整的实

施方案,验证方案的可行性与管道的寿命。在管道挖掘过程

中 重的就是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挖掘,保证管道的参数和设

计参数一致,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还要注意检测施工中的各个

参数,出现与预期不符的现象要及时修正。在管道挖掘工作

完成以后,要对管道进行彻底清扫,保证管道的通畅,并对管

道进行检查,防止漏水现象的发生。 

3.2水井施工 

不管是利用管道还是喷头还是漫灌,我们都需要水源的

储存装置,即水源井的支持,这是节水灌溉技术的重要装置,

所以在布置节水灌溉装置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要着重注意水

源井的质量。工作人员要考虑灌溉地段的地质特征,包括地

势、土壤粘性、土壤渗透性等等,在收集完整正确的资料之

后进行分析选择 适合的地址建造水源井。确定水源井的选

址之后,工作人员要按照设计方案建造水源井并保证水源井

的密封。在这个阶段过程中,如果水源井周围地区的水资源

稀缺,不能建成水源库,工作人员还要考虑地下水源的位置,

尽量选取靠近地下水源的地方建立水源库,减少水资源输送

过程中的损耗,保证节水灌溉的顺利实施,实现 终节水的

目标。 

4 发展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对生态环境改善分析 

发展节水灌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节约水资源。因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进

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这段时期我们太过于重视经济,忽略

了文化、环境等其他因素,我们国家已经属于水资源短缺国

家之一,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除此之外,生活用水、工业废水

不断排进河流也污染了我们的地下水资源。例如我国甘肃陕

西地区的主要环境问题就是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3]。如果

在这种特殊地区不能采用合适的灌溉方法,可能就会造成水

土加速流失；一些淡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如果不按照规定

合理打井利用地下水会加速土壤盐碱化。 

5 结束语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很大,但是不同的地域对水资源的需

求不同；同时我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

的绝大多数,所以农业的灌溉问题关系到我国的食品安全和

农村劳动现状。我们国家水资源紧缺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

是人口多导致水资源需求量大,另一个原因就是对水资源的

浪费。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经济发展

要和环境相适应。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地下水资源中的70%

都用于农业灌溉,但是现在大多还是 老式漫灌,水源利用

率 高只达40%。我们在制定水利制度的时候应该考虑国情,

构建适合我国的水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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