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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属于农业大国,农业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化农业发展过程中,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既能够有效地避免自然灾害、实现防洪抗旱,又能够减少洪涝、旱灾带来的损失,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田水利管理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

文章主要研究了农田水利防洪抗旱问题及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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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经济市场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国家很多政策管理内容不断向

农村政策倾斜,在农业生产和建设过程中,农田水利管理建设的防洪抗旱

功能管理水平有所提升
[1]
。为了满足现代化农业建设和管理的实际要求,

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防灾减灾等内容,但新时期抗旱和防洪中出现了很多

新问题,相关部门需要在环境建设过程中寻求更多新型解决方式,做好农

田水利防洪抗旱管理工作。 

1 工程实例 

博乐市位于阿拉套山和岗吉格山间谷地,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远离海

洋,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干旱,春季温升块而不稳定,

秋季降温较速度,无霜期长,积温高,适宜种植喜温作物,降水量少,空气干

燥,蒸发量大,受地形、地势差异的影响,使得气候出现了显著变化。博尔塔

拉河流域地理位置和地貌地形比较特殊,形成了区域降水的独特性,表现

出降水年内变化大、区间分布不均的特点。 

2 流域内洪水类型及其发生规律分析 

通过分析博乐、精河水文站的实测资料发现,85%以上的洪水是由暴雨

造成的,冰雪融水只占据小部分,在突发暴雨的情况下,会因天气骤变引发

冰雪融水、洪水等灾害,在长期的发展中会对下游造成破坏。其中,博尔塔

拉河洪水多发生在5到8月,主要为季节性融雪洪水、暴雨融雪混合型洪水

和中低山带暴雨洪水三种类型。从洪水成因的角度进行分析,流域内洪水

主要分成四种类型,分别是暴雨洪水、融雪洪水、混合型洪水、冰洪等,

其发生规律主要表现为以下内容。 

2.1暴雨洪水 

暴雨洪水是由强降雨回流形成的,多发生在5、8月份高温、暴雨时

期,很多情况都发生在局部区域,在遇到大范围连续强降水天气的情况

下,会沿着冰、暴雨路径呈现出梯次的发展形势,出现大范围暴雨洪水,

其主要特点是形成快、时间短、突发性强、防御难度大,尤其在山区、

坡地等中等强度以上的降雨持续30分钟会形成暴雨山洪,其主要汇集在

河道中,还会引发高峰型河道洪水,严重的会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

生地质灾害。 

2.2融雪型洪水 

融雪型洪水主要是由积雪、冰川融化后汇集形成的,多发生在春季和

夏季,其主要特点是形成过程缓慢、水势平稳。其中,春季融雪型洪水主要

由于开春气温快速回升,在山前和平原地区的积雪快速融化汇集形成的,

主要发生在3、4月份,其形成条件主要是山前和平原地区的积雪较厚、升

温比较快。夏季融雪型洪水往往会因高温导致高山积雪大量融化汇集在河

道中,主要发生在6到8月份,在高温天气持续7天以上就会形成夏季融雪型

洪水,在暴雨洪水的影响下会形成混合型洪水,其形成条件主要是高山积

雪多、高空气温高(高空0℃层较低)。 

2.3暴雨、融雪混合型洪水 

暴雨、融雪混合型洪水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夏季连续高温同时发生融雪

洪水、暴雨洪水,其汇集在河道中叠加形成的,多发生在6到8月高温期,主

要特点是洪峰高、洪量大。 

2.4冰洪 

冰洪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冬季低温天气流速较缓河段中的河水被冻

结,形成“层水层冰”堵塞河道,使得河道满溢形成洪水,其主要特点是形

成、消退相对缓慢,这就为疏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 农田水利的防洪抗旱作用 

现阶段,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发挥着重要作用。首

先,农田水利工作有助于减少洪涝干旱灾害带来的损失。我国国土辽阔,

气候类型相对较多,水资源分布不均 ,自然灾害种类多,尤其是洪涝干旱

灾害比较频繁,这就对农业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农田水利建设能够有效

地降低洪涝干旱灾害带来的损失。其中,在洪涝季节,农田水利能够疏导水

流、蓄存水量。其次,农田水利建设能够集中河道、水库、江河中的水资

源,并将其输送到水资源匮乏地区,为农业生产灌溉提供了支持
[2]
。 

4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4.1基础设施老化 

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农田水利设施长期使用

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老化问题,现已无法满足农田生产的实际需求,且原有

的灌溉设施无法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使用需求,严重影响着水利灌溉管

理工作的顺利实施。现阶段,相关部门已根据农田水利工程实际情况加大

了农业水利建设力度,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人民群众使用农田水利设

施时操作不当,导致设施故障问题日益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4.2农田水利的管理意识薄弱 

在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相关人员的管理意识相对薄弱,且水利

基础设施老化问题严重,这就使得农田水利管理和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

除此之外,在农村的实际发展中,很多农民群众无法掌握水利设施的操作

方法,很少有精力学习新事物,相关部门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宣传力度

不够大,相关的工作得不到农民群众的配合,导致农村地区的用水协调性

相对较差,为农田水利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5 农田水利防洪抗旱管理策略 

5.1强化防汛抗旱管理力度 

防汛抗旱是农田水利管理中的关键,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农田水

利管理部门必须加大防汛抗旱管理力度,掌握区域的气候变化,针对洪涝、

旱灾严重的地区实行相应的防汛抗旱管理措施,充分发挥出农田水利工程

的防汛抗旱作用,提升农业活动的综合效益,为农业生产的安全性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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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除此之外,农业发展需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合理地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种植更多符合区域环境的农作物。 

5.2发展并推广新型节水灌溉技术 

  

 

图1  农田水利信息管理系统 

现阶段,我国整体水资源情况不乐观,这就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坚持可

持续发展观念,大力创新并推广新型节水灌溉技术,避免出现水资源浪费

问题,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农作物的生长质量,还要加强对农业环

境的保护力度。同时,在农业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节水灌溉技术是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的关键,相关部门必须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引进更多的先

进技术,提高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效果。除此之外,在农田水利管理过程中,

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引导农民群众合理地选择设备,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发

展滴灌、喷灌和微灌等灌溉技术,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5.3制定自然灾害防范措施 

我国北方地区气候的主要特点是干旱少雨,农田水利设施在北方农业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下,抗旱工作任务比较中,

而农田水利工程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使得很多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下降,

农民群众的经济损失问题更加严重。为了有效地改善这一现状,相关管理

部门需要打井修渠、铺设暗管,大力开展抗旱工作
[3]
。因此,在现代化农业

生产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实行自然灾害预防措施,建立完善的农田水利

设施体系,避免因自然灾害带来更多的经济损失。 

5.4引进先进的农田水利管理系统 

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很多先进技术应运而生。在农田水利工程

管理过程中,相关部门可以引进农田水利信息管理系统,如图1所示,该系

统能够有效地改善农田水利防洪抗旱问题,为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支持,农田水利信息管理系统是在3S技术、关系数据库技术、

Net技术平台基础上发展的综合信息管理与查询系统,其能够快速、准确地

获取实时的定位数据、获取地表物体影像数据,且获得的影像数据符合GIS

建立数据库的要求,能够及时更新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相关数据。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业的快速发展中,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相关部门需要

加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尤其要注重防洪抗旱工作,将农田水利建设

工作和防洪抗旱工作进行融合,引进先进的农田水利工程灌溉技术,提高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水平,实现农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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