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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越来越多,这与农田水利功能有关。农田水利工程一般具有防旱

排涝以及农田灌溉等作用。通过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然而,在实际建

设农田水利工程过程中,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水资源浪费问题,难以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利

用。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现状入手展开分析,总结其中的发展问题,并提出了

一些发展建议,希望可以为有关人士提供参考,进而取得良好的农田水利节约灌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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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generally have the 

functions of drought prevention and drainage and farmland irrig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help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However,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me factors, the problem of 

water waste often occur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issues in it, and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parties to achieve good farml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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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

现代化程度也得到巨大的提升,各种新

型技术和设备得到实际应用并取得了良

好的应用效果。其中农田节水灌溉由于

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已经成为当

前研究的重点。我国农业在近些年的发

展过程中已经相继采用了各种方法以期

望农田灌溉节水效果的提高,但是不可

否认的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在当前新的发展形势下,对于我国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

要求各方需要重视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

作。通过加强节水灌溉,实现对于水资源

的合理利用,这也是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手

段。然而,如何加强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就

值得进行深入探究,这就要求有关人员提

高对于节水灌溉的思想认识,并结合工程

建设实际情况以及自身经验采取有效的

节水灌溉措施,以便获得 大的效益,真

正会满足当前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要求,

推进未来节约型社会的良好发展。 

1 新形势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

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水资

源匮乏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为了有效应对,要提高利用率,保证满足

实际需求。同时要意识到水利节水灌溉

技术的重要性,并且需要采用科学方式

对农作物灌溉,从而提高产量,创造出更

大经济效益。现阶段我国正在加快农业

产业改革,所以要提升农业节水技术运

用水平。现代农业节水技术具有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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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包括生物、计算机模拟、电子信

息、化工等领域。立足于基本国情,发挥

出节水技术的优势,科学运用到农田灌

溉中去, 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我国

农田需水量在持续增长,对节水技术提

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加大研究力度,不

断改善灌溉效果。 

2 新形势下我国农田水利节水

灌溉发展现状 

2.1农田水利工程节水设计合理性

不足 

当前,我国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

充分意识到节水的重要性,因此在对农

田水利工程进行设计建设过程中加入了

节水的内容。但是,从实际效果而言,当

前我国开展的农田水利节水工程建设存

在较为严重的问题,而设计的合理性问

题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问题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缺乏足够的理论

支撑,很多设计工作是依靠设计人员的

工作经验进行的,缺乏科学性。其次,存

在照搬照抄其他地区设计的问题。由于

缺乏足够的实地调查,很多设计人员对

于当地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这就使得

在实际开展过程中生搬硬套其他地区的

经验,导致出现各种问题,同时节水效果

也大打折扣。 

2.2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当前,国家对于农业的发展重视程

度较高,这就使得很多节水灌溉技术和

设备得到实际推广。但是,由于缺乏足够

的资金支持,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作进

展往往出现各种问题。造成这一情况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

响,当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方面无

法投入更多的力量参与到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中来。而一些节水设施在进行建设

过程中前期投入较大,普通农业生产者

物力承担,这就使得一些节水设施无法

实现较大范围的推广,造成节能灌溉工

作效果变差。 

2.3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 

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效果,我国积极开

展了水利节水灌溉示范基地的建设。通

过这种方式提高广大农业生产者对于农

田节水灌溉的意识。但是,从整体效果来

看,我国当前采用的节水灌溉技术依然

存在各种问题。这使得在农田灌溉过程

中即使采用了节水灌溉措施依然无法

实现较高的节水效果。同时,由于没有

建立完善的节水灌溉体系,当前我国开

展节水灌溉工作规范性较差。因此,在

之后的发展过程中要从这两个方面出

发开展工作。 

2.4缺乏配套的节水灌溉管理体系 

新形势下我国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发

展情况不容乐观,除了存在以上问题外,

还存在节水灌溉管理体系缺乏的问题,

这就难以真正加强节水灌溉管理,缺少

一定的约束力。就管理体系缺失问题而

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当前节水

灌溉政策法规与实际发展情况脱离,缺

乏配套政策以及制约机制;二是农民们

的节水意识较为薄弱,难以做到有效节

水灌溉,落实工作受到一定的阻力 

3 新形势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

未来的发展 

3.1做好长远规划工作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之前,

工作人员应该立足长远眼光,结合工程

实际情况,做好长远的规划工作。因为只

有做好长远的规划工作,才能更好地推

动后续节水灌溉工作的开展。尤其在新

形势背景下,做好水利节水灌溉的长远

规划尤为关键。为此,工作人员应该做好

以下几点：首先,工作人员自身能力过硬,

具有良好的节水灌溉意识,同时还要有

良好的规划能力,以便承担其规划岗位

职责,合理进行节水灌溉设计。其次,工

作人员应当事先做好基本的调查工作,

调查内容包含节水灌溉工程周围地形情

况,结合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细致分析,以

便进行精准性的规划设计。 后,在长远

规划设计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将目光

放的尽量长远,特别要注重符合农田水

利工程实际情况,从而发挥出长远规划

的作用,达到令人满意的农田水利节水

灌溉目的。 

3.2加强灌区的管理 

新形势背景下,要想做好农田水利

节水灌溉工作,管理者应当加强灌区的

管理,提高灌区管理水平,真正满足节水

灌溉工作的要求。在实际进行灌区管理

过程中,具体应该做好以下几点：首先,

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以及规整制度,

从而明确权责,落实好管理责任,让管理

者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对于工作的重视

程度,严格按照有关制度以及政策法规

执行,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进而取得较

好的节水灌溉效益。其次,灌区管理阶段,

管理者应当注重管理模式的创新,合理

利用股份型、公司型、租赁型、公益型

的管理模式,进而提高灌区管理水平,创

造节水灌溉的基本条件。 

3.3强化资金支持 

要实现较好的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的

目的,就必须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因此,

对于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多。在实际开

展过程中,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资

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一方面,积极提供

更多的资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农

田节水灌溉工程覆盖范围的扩大。另一

方面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在近些年

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积极开展了农业产

业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

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对于一些较

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基地,可以通过协调

基于一些低息贷款等,通过这种方式实

现农田水利节水效果的提高。此外,在近

些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取消了农

业税等优惠政策,已经吸引了较多的社

会资本参与到农业生产中。而对于农田

水利节水灌溉而言,可以通过吸引社会

资本的方式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从而

实现建设效率的提高。 

3.4强化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开发和

推广应用工作 

受到不同地域实际情况的影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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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不同地区在开展农田节能灌溉过

程中使用的方法措施和技术都存在一定

的差异。因此,在开展技术研发过程中,

要充分了解当地的地质情况和灌溉条件,

在此基础上开展农田节水灌溉技术的应

用。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农田水利节水工

程使用效果的提高。此外,在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完成之后,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

技术培训工作,引导广大农业生产者能

够积极使用水利节水灌溉措施开展农业

生产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较好的节

水效果。 

4 结语 

伴随时代的快速发展,很多人开始

认识到节水的重要性。我国农田水利事

业发展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注重节约,

尤其要做好节水灌溉,满足灌溉需要的

同时,还要达到预期节水的目的。为达到

预期节水灌溉效果,要求灌溉人员能够

具备基本的节水意识,同时还要按照要

求加强灌区的管理,积极采取节水措施。

未来发展阶段,有关研究人员还应该加

强节水灌溉技术的研究,以实现先进节

水灌溉技术的有效应用,以便提高农田

水利节水灌溉效果,解决目前水资源浪

费的问题,真正做到开源和节源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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