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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灌溉是保障农作物正常生长的重要措施,受制于我国水资源紧缺的状况,为提升水资

源的利用效率,应不断改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在确保农作物得到有效灌溉的前提下,有效节约宝贵的水

资源。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地基础条件差别极大,应依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 为适合的农田水利

灌溉技术,切实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主要分析了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的主要形式,并从管理层面论

述了保障农田水利灌溉技术落实到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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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作物产量长

期位居世界前列。为取得更为可观的经

济效益,应积极研究新型的农田水利灌

溉技术,强化水资源的利用率,依据各类

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及区域定位,建立起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我国的农

业生产水平。通过优化水资源利用效率,

可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还能够将节约

下的水资源应用到其它领域中,为我国

全方位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的应用

形式 

1.1渠道防渗技术 

在农田水利灌溉工作中,渠道防渗

的使用效果极为显著。灌溉用水在经渠

道引入农田的过程中,极易因渠道内的

土质因素导致大量水源渗漏至地下,造

成了严重的水资源浪费。针对这一状况,

可通过以下措施予以应对。 

1.1.1改变渠道土壤的渗透特性 

土壤的密实度决定了渗透特性,为

避免过多的灌溉用水渗入地下,可通过

一系列技术手段改变土壤的缝隙距离,

使土壤的密实度更高,从而使水分极难

以渗透,如压实、抹光等方法,均能有效

解决渠道渗漏的问题。此外还可以采取

化学方法,在土壤中加入密实度极高的

化学材料,抑制土壤的透水性。 

1.1.2在渠道底部铺设防水层 

各类材质的防水层可避免出现灌溉

用水渗漏的现象, 为常用的防水层材

料为混凝土,通过将渠道底部铺设防水

层,将其透水性降至 低限度。通过实际

观察可见,铺设防水层的方法极为有效,

多可避免九成以上的水分流失。另外,

在渠道施工前,还应强化相应的设计工

作,采取U型渠道作为主要的方式,这不

仅可以控制好灌溉用水的流量及速度,

还可以减少过水断面的产生,使灌溉效

率得到保障。 

1.2喷灌 

喷灌技术的应用原理为,通过管道

将带有一定压力的灌溉用水输送至农田

中,再采用专业喷头将灌溉用水分散成

为大量的水雾,使其能够均匀喷洒于植

物之上,达到灌溉的目的。喷灌灌溉主要

分为移动管道式喷灌、固定管道式喷灌

两种,其中在应用移动管道式喷灌时,需

预先与地下埋设足够长的输水管道,并

且要使支管及喷头可以灵活拆卸,可将

其应用于多个地块中,大大降低了成本

投入。另外,固定管道式喷灌因管道及喷

头均不可及时移动,只能固定在某一地

块中,使其应用范围较小。但同时还提升

了单地块的灌溉效率,较为适用于某些

经济类作物种植中。 

1.3微灌 

微灌是一种随着科技发展而逐渐兴

起的新型灌溉方式,主要分为地插微灌

及吊挂微喷两种形式,应用场景为各类

温室大棚。微灌能够有效节省水资源,

并且喷洒效率更高、更均匀。微灌采用

了PE材质的塑料管道进行输水,采用了

专门的微灌喷头进行喷洒灌溉。为发挥

出微灌技术更大的优势,可将自动控制

系统引入到微灌之中,将其与施肥作业

相结合,可明显提升肥效,促进农作物的

生长速度。 

1.4滴灌 

滴灌方式首先将带有压力的灌溉用

水进行过滤,通过输水管道将水缓慢且

匀速送至植物根部土壤中,达到湿润植

物根茎周边土壤的目的。依据使用方式

的不同,可分为固定式地面滴灌、半固定

式地面滴灌、膜下灌。其中,固定式地面

滴灌将细小的毛管及滴头设置于地表之

上,在灌溉季节结束前不会移动。此方式

需采用大量的毛管,造价较为高昂,使用

效果极佳。其优势为节省人力,加之放置

于地表之上,铺设过程简便,并且在产生

问题后便于维修。但由于毛管极为微细,

使其在长时间阳光照射之下加速老化,

如更换毛管将增加一定的维护成本。另

外还会对其它类型的田间作业产生干扰,

还会受到人为因素影响,产生严重的经

济损失。半固定式地面滴灌则只需将干



水电水利 
第 4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6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管及支管埋设于地下,其它部位能够随

时移动,这使得资金投入大大降低。但由

于频繁移动毛管,加快了损坏速度。膜下

灌主要借助了地膜栽培技术,将滴灌毛

管放置于覆盖地膜的地块中。这不仅使

滴灌技术得到了发挥,并且在地膜的保

护下避免了水分蒸发,解决了农作物覆

盖地膜后不便灌溉的难题。 

1.5低压管灌技术 

低压管灌技术采取了低压管道传

输灌溉用水,无需利用渠道即可完成灌

溉。为取得较好的效果,应使低压管道

内的压力＜0.2MPa。此技术具有经济实

用、性能优良的诸多优点,仅需使用普

通的软、硬塑料管即可完成管道铺设。

不仅极大降低了使用成本,还能够保证

管道性能不受影响。因低压管灌技术使

用效果极佳,各个农业发达国家均采取

了此方式,获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低

压管灌技术利用了管道运输灌溉用水,

这可以避免水资源处于露天状态,使水

分蒸发明显减少,还能够防止水分渗漏

至地下,节水效果极为明显。并且可以

降低电量消耗,有效节约了电力资源。

低压管灌技术不会占用过多的土地面

积,将施工成本降至较低水平,节省了

宝贵的土地资源。 

1.6雨水集蓄利用技术 

雨水集蓄利用技术是将雨水通过一

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存储,待灌溉时再将

水资源输送至农田中。此技术较为适用

于水资源缺乏地区,可极大提升雨水的

利用效率,达到节省水资源的目的。通过

采取雨水集蓄利用技术,可以避免灌溉

区域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使生态

环境得到了有效保障,这不仅促进了农

业生产,还具有生态保护的作用。 

1.7间歇灌溉技术 

间歇灌溉技术通过一定的手段实现

了控制灌溉过程的目的,可节省大量的

水资源,此项技术具有显著的应用优势。

农田节水灌溉中,应在确保灌溉效果的

基础上合理降低水资源消耗,利用好水

资源是节水工作的基础。采用了间歇灌

溉技术后,能够促进农田灌溉的效率。当

农田内的灌溉水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

系统会自动停止供水。 

2 农田水利灌溉技术的管理 

2.1及时引进新型灌溉技术 

为确保农田灌溉效果,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相关部门需依据当地的农业

发展状况及农田质量,选择 为适合的

灌溉技术,使其能够充分满足农田的灌

溉需求,达到提升及优化传统农田灌溉

的目的。传统形式下的农田灌溉在长期

的应用中总结出了一套较为合理的优势

技术,因此在积极引进新型灌溉技术的

同时,仍需在某些方面坚持传统的灌溉

模式,通过充分结合二者之间的优势,达

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效果。我国各

地区的农业水平不尽相同,需按照当地

的基础情况,循序渐进发展新型灌溉技

术。另外还要广泛开展节水灌溉技术培

训及宣传,使农业生产人员能够清楚意

识到节水灌溉的重要性及必要性。通过

大力兴建新型节水灌溉系统,不断提升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2.2做好节水系统的维护管理 

节水灌溉是一项较为系统性的工作,

但由于政府在管理中不能完全覆盖各个

环节,使得各类存在的问题无法及时得

到处理。对此,政府相关部门需切实负起

自身职责,建立起合理的奖惩机制,及时

鼓励及惩处节水灌溉实施中的问题。另

外由于灌溉设备较为精密,需及时开展

维护及检修工作,保障节水设备的正常

运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农田水

利节水灌溉中也应及时引进智能化的操

作系统,使其便于控制机械设备。要强化

输水渠道的建设工作,做好输水管道的

防渗及防漏。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能够

有效维护节水系统的平稳运行,对于节

省资金成本及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有着

积极意义。 

3 结语 

水资源是维护农业发展的必要基础

条件,受到水资源紧缺的影响,需采取可

持续发展理念,加大节水灌溉技术的应

用,使宝贵的水资源得到合理应用。新时

期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具有显著的系统

性特点,为切实保障技术实施效果,需从

多方面优化使用方法,达到节水目的,促

进我国农业快速进步,保持农业增产增

收,为社会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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