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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水利工程当中,渠道系统是用作农田灌溉的基本保障,只有渠道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得到保

障,农业才能更加快速的发展,所以在农业水利工程施工当中,渠道设计需要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以便于满足农业实际需求,并且在工程施工当中,还应当加强质量控制,为渠道的施工质量提供保障,最终

才能真正发挥渠道的优势作用,更好的为农业生产和进步提供服务。本文针对农业水利工程设计中的渠

道设计进行分析,并提出施工管理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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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channel system is used a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farmland irrigation. Only when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channel are guaranteed can agriculture develop 

more rapidly.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hannel design needs to 

be qui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 as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agriculture. Moreover, in the course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channel. Finally, we can real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hannels an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ogr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nel design in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sig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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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渠道的设计与施工管理是农业

水利工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农业生

产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做好渠道的

设计和施工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农业灌溉工作的科学性,对于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防洪以及排涝工作有着重要的

作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加强农业水利

工程的渠道设计以及施工管理工作,将

有效提升农业生产量,对于促进农业经

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农业水利项目设计需求分析 

1.1设计标准 

作为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农田

水资源管理渠道的设计将受到许多限制

其作用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设计之前,

必须充分考虑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农

业水资源保护工程的渠道设计需要牢

固地结合我国农业水资源保护工程的

设计要求。首先,满足灌溉要求。农业

水利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是灌溉覆盖

率。简而言之,在使用渠道时,灌溉水必

须满足年份比。在设计农田灌溉系统时,

不可以随意决定管灌溉率,灌溉率必须

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进行判断和设计。例如,在降雨多的

地区,灌溉率可以相对提高,而在半湿

润和半干旱的地区,灌溉率可以相对降

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强壮的农作物如小

麦。其次,控制耐旱天数。这也是农田

运营的重要项目,这意味着在降雨少或

没有降水的条件下,灌溉渠道的天数必

须满足农田灌溉的天数,还应根据当地

实际条件进行设计。 

1.2设计原则 

就民生而言,农业水利保护项目的

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无论是人民的生

活还是生产。因此农田工程的严谨科学

性是值得密切关注的课题,首先农业水

利管理应将安全作为基本设计原则。简

而言之,渠道保护通道应避开危险区域,

例如深基坑、滑坡和崩塌等危险区域。

在进行设计和施工之前,必须进行地质

检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引水渠道的

运作才能最大化自身价值。根据当地情

况调整行动,农业水利渠道的建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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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满足当地的农业建设要求,每个

地区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都不尽相

同。这些因素决定了必须进行当地人文

和地质调查,并且需要在建设农业水利

渠道之前进行设计。制定更科学、更有

针对性的水资源管理渠道运作计划。对

于高地形地区,可以使用灌溉设备,对于

低地形地区,应使用排水和引水渠道。同

样,通道设计不应越过通道或尽可能避

开私人住宅。最后,还是要充分考虑灌

溉区域,灌溉区域的地质特征和地形特

点等。 

2 农业水利工程渠道设计 

2.1流量设计 

在农业水利工程渠道设计的过程中,

应该发挥渠道设计的灌溉作用,在具体

设计的过程中,要控制好水流量,避免在

使用的过程中造成水资源浪费,提高流

量设计的精确度。在流量设计的过程中,

应该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农业实际发

展需要对流量进行具体的设计与分析,

得出流量的基数,在此基础上考虑工程

的实际情况再进行渠道设计,保证渠道

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此外,为了提高渠道

的使用寿命,更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

需求,在渠道流量设计的过程中,要结合

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预估和

设计,举例而言,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中,

何时适合扩大灌溉面积就需要对参数进

行预估和设计,才能够使渠道承受更大

流量的水资源,安全的使用渠道。在具体

的流量设计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加大

设计标准,便于调整和变动。 

2.2防渗设计 

在农田水利工程渠道设计的过程中,

应该做好防渗设计,该环节直接影响水

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会影响渠道的

安全使用,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安

全隐患,造成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在渠道防渗设计的过程中,要结合当地

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进行具体的勘探,

然后进行分析,得出精确的结果之后才

能进行防渗的设计和具体的操作,不断

提高渠道的整体性。在防渗设计的过程

中,还应该做好对防渗材料和防渗工艺

的严格把关,保证施工材料的质量,最大

程度的提高防渗的强度,保证防渗设备

具有抗老化性的特点。 

2.3断面设计 

断面设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包括

横断面和纵断面。具体设计的过程中,

应该考虑到渠道的流量设计,在设计的

过程中要将渠道设计流量和水断面面积

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合,同时要考虑渠道

的水利半径和纵坡高度,才能使断面设

计更加合理,提高断面设计的安全性,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节约工程成本。 

3 农业水利工程设计中的施工

管理措施 

农业水利工程渠道建设的施工管理

工作至关重要。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农田

渠道工程渠道的施工往往会受许多不确

定因素影响,不仅会影响渠道的质量,还

会影响渠道施工进度,增加施工成本。因

此,必须对渠道工程进行有效管理,以确

保施工质量。 

3.1衬砌板加工预制管理 

衬砌板的加工预制施工管理主要就

是对其施工材料进行管理。在农田水利

工程中,这一施工环节采用的材料性能

相对比较硬,其适中刚度也能够保证施

工质量,因此在选用材料上应该尽可能

地在经济合理范围内选择更加良好的材

料。再者,施工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事先

规划好的施工组织计划进行,防止安全

隐患的出现。施工完成后还需要给予一

定的养护工作,防止出现质量问题。 

3.2砌石渠道施工管理 

在砌石渠道施工管理中,首先就是

要进行砌石的预处理,石块堆砌方式的

选择会直接影响到该施工环节的质量。

具体操作如下：石块宽面部分朝下,尖端

部分朝上,以此增加石块和石块之间的

贴合度,尽可能地降低缝隙,并保持表面

足够平整。在实际施工中所使用的石块

是不规则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缝

隙问题,因此填筑环节也至关重要。可以

通过在砂浆混合过程中加入合适的小石

子的方式来填补缝隙,期间要避免填筑

小石块,防止缝隙越来越大,小石子应该

与砂浆一起混合拌入,不能直接放入,填

筑完成后要抹平缝隙。在砌石作业中,

施工人员要注意检查作业质量,如果发

现有砌石松动的问题要及时取下并清除

表面泥浆,之后再覆盖新的泥浆重新砌

筑牢固即可。 

3.3防渗施工质量管理 

在农田水利工程的渠道施工中,做

好防渗施工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的浪费

问题,因此设计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施工

人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防渗施工的质量

管理工作。一是要做好施工材料的把关,

施工单位应该委派具有相关材料知识的

采购人员进入市场中按照项目施工要求

采购材料,尽可能地选择经济且防渗性

能强的施工材料；二是做好基础性的处

理工作,在进行水利渠道施工时,首先需

要科学处理地基问题,为后续的施工打

好基础。通常应先放样,保证施工相关的

设计样图与渠道的真实信息不会出现过

大的偏差,此外还可同步搜集施工的相

关信息。其次,需对地形情况进行更为深

入的分析,由于不同区域的特征差异较

大,一般施工人员可使用衬砌手段对渠

道的地形进行勘察和分析。开挖首段通

常较为坚硬,因此常使用回填方式先进

行松土,然后将渠道平整后再实施后续

的工程。与开挖相比,后续的环节需要使

用相对松散的手段,在开展施工前不但

要对地面进行洒水来降低地基的坚硬程

度,同时还需对土地进行稳固处理,这样

才能与衬砌结合实施。最后开展的削坡

环节也是有效处理地基问题的手段。多

数工程会选择将削坡程序设置在混凝土

的浇筑之前进行,这样可有效降低人为

和自然因素对施工效果的影响。削坡手

段不但能够保证地基相对平整,同时还

可在人为挂线环节应用。此外在工程施

工期间,如果在开挖和计算等环节出现

了误差,还可通过削坡来进行后期的弥

补；三是采用混凝土填充方式来进行修

补施工,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混凝土的配

置,防止混凝土裂缝问题的发生等,保证

施工规范,提高施工质量；四是做好排水

系统的设置,并且使用混凝土进行衬砌,

减少渗漏问题的发生。 

4 结语 

为确保整个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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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渠道设计与

施工管理质量,对渠道进行科学设计,并

做好渠道的流量设计、防渗设计、断面

设计,且在实际的渠道施工过程中,需要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做好工程前期施工

准备,采取有效措施对渠道施工中可能

发生的各种污染风险和渗透问题进行严

格防控,以切实保障整个农业水利渠道

工程的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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