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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是一项基础设施,既能提高水资源使用率,又能发挥出蓄水防洪的作用,推动农村经济

健康发展。对水利灌溉加强管理,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明确的水费计收

制度下,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更新设备设施,增强农民群众的节水

意识,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的配置能力。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对水利灌溉建设和

管理工作进行改进,切实提高灌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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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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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s an infrastructure,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water storage and flood control,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an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reduce the co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farmers 

under a clear water charg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helpful to populariz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renew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enhance farmers' water-saving consciousness, 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wat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 must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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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田水利灌溉质量,既能提高水资源使用率,又能发挥

出农田水利工程的蓄水防洪作用。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加快

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对水利灌溉建设和管理工作进行改进,切

实提高农田水利灌溉质量。 

1 农田水利灌溉类型和质量提升意义 

1.1农田水利灌溉类型 

1.1.1传统灌溉技术 

传统灌溉以渠道输水+漫灌方式为主,整个过程中对人工依

赖性强,需要全程观察并及时处理,避免出现渗水、漏水等情况。

传统灌溉技术不仅基础设施简陋,而且管理上严重不足,容易导

致表层土壤形成板块,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水资源使

用率低,农田灌溉成本高。 

1.1.2现代灌溉技术 

现代灌溉技术将节水理念运用其中,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合

理选用材料和设备,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农田灌溉机械

化。常见现代灌溉方式有管道输水、喷灌、滴灌、控制灌溉等,

根据农作物的需水特性、生长阶段、气候、土壤等条件,制定相

应灌溉制度,达到适时、适量、合理灌溉的目标。运用现代灌溉

技术,既可精确补充水分,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同时可避免土

壤盐碱化、风蚀化,从而改良土壤特性。 

1.2农田水利灌溉质量提升意义 

1.2.1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农田水利灌溉质量提升,就是从传统灌溉技术转变为现代

灌溉技术,从粗放型生产模式转变为精细化生产模式,在满足作

物生长需求的前提下,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降低灌溉成本。以喷

灌技术为例,使用管道将压力水送至灌溉地段,喷头将水分散为

细小的水滴,然后均匀喷洒到田间,水的利用率可达到90%。和传

统地面灌溉技术相比,采用喷灌技术原本1m³水可当2m³使用。 

1.2.2提高农业种植产量 

农田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活动,只有农田水利灌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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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合理调节水资源,才能更好地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

促使作物健康生长,提高种植产量。同样以喷灌技术为例,作物

增产幅度可达到20%～40%,原因包括：①取消了毛渠、农渠、灌

水沟等,播种面积增加15%～20%；②灌水均匀,土壤不易板结,

有利于保全苗；③能改善田间小气候,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

境。农作物产量提高,而生产管理成本降低,为农业可持续发展

打下基础。 

2 当前农田水利灌溉存在的问题 

2.1工程设施问题 

发展农田水利灌溉事业,首先要建设工程设施,在这方面存

在的问题有：①因建设资金短缺,工程项目和灌溉技术不完全配

套,究其根源,是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快、农业发展速度慢,国家政

策也向工业发展上倾斜；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功在当下、利在千

秋,建设和维护管理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资金投入不足,

水利设施的维护不到位,设施老旧受损,影响了灌溉效率和质量。 

2.2管理制度问题 

农田水利灌溉离不开规范化管理体系,这是管理工作开

展的依据和保障。相关调查发现,部分地区缺少完善的管理制

度,尤其是经济水平落后地区和偏远山区,不仅影响灌溉质量,

还限制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具体来看,管理制度内容不全

面、不细化,管理计划的可行性低,缺少设备、技术、人力等

方面的配套管理措施等,形成了新型灌溉技术+传统管理制度

的局面。 

2.3监管力度问题 

农田水利灌溉工作中,监管力度不足也是一个常见问题。一

方面,监管缺失直接影响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因材料、设备、

工艺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水利工程产生质量隐患,实际灌溉功

能降低,不利于灌溉质量提升。另一方面,监管主体的职责不明

确,监管工作缺少长期规划,导致灌溉方式粗放,具有较强的

盲目性和随意性。以土质沟渠为例,随着运营时间延长,不仅

存在渗漏风险,而且渠内泥沙沉淀严重,降低了输水效能和灌

溉质量。 

3 提高农田水利灌溉质量的有效措施 

3.1完善工程设施 

完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第一,要加快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完善农田灌排体系。其中,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应完

成一批、验收一批、消耗一批；积极推进大中型灌溉排涝泵站

更新改造,提高农田灌溉工程的配套率、完好率。实际建设过程

中,重点解决“ 后一公里”问题,以田间工程、末级渠系、涵

闸泵站建设等为核心,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第二,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保证灌溉工程顺利建设,必须

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在过去,农田水利灌溉管理资金主要是集体

或个人筹资,国家财政支持的补助力度较小。对此,地方政府应

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完善的节水补助金制度,将农业

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纳入到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工作体系当中。

此外,拓展融资渠道,政府与企业合作,利用优惠政策吸引社会

投资；设置农田水利专项维护管理资金,实现专款专用；制定长

期维护管理方案,延长水利灌溉工程的寿命。 

3.2健全管理制度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才能保证灌溉

活动顺利实施。第一,分析农田灌溉的实际需要,对现行管理制

度进行增、删、优化,明确各个管理主体的职责,为农田灌溉提

供针对性的服务,解决多头管理、推诿扯皮的问题。第二,根据

节水灌溉的发展需要,设计相应的管理制度,提高责任意识,定

期开展培训活动,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专业人员,指导节

水灌溉技术的运用,辅助开展管理活动。第三,针对灌溉用水浪

费的现象,采用水价分级制度,根据水量使用情况制定缴费标

准。以当地用水条件为准,设置合理的用水标准,超出该标准就

要缴纳更多水费,低于该标准可以获得补贴。通过这一做法,减

小管理工作中的阻力,提高农民的配合程度。 

3.3加大监管力度 

农田水利灌溉过程中,针对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应采用全

过程监管方案。第一,上级政府部门构建完善可行的水利灌溉监

管体系,包括法人责任制、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严格按照规

范标准开展监管工作,将设备管理、资金管理作为重点,确保整

个水利工程良好运转。第二,建立科学的监督体系,结合农田灌

溉的实际情况,明确各岗位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职责,确保每项工

作、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同时,制定工作规范标准,配合奖

惩激励措施,激发水利部门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第三,水利工

程处于复杂环境中,一旦存在管理漏洞,很容易引起风险问题。

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强重点环节管控,制定风险预警和应对方案,

确保水利工程稳定运行。 

4 典型案例分析 

某灌区位于中国西部内陆,该地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光照资

源丰富,灌溉历史悠久。目前,该灌区共有农田面积约55万hm²,是

发展农业的重要地带。一直以来,灌区内农田灌溉采用大水漫灌

的方式,水资源利用率低,且出现次生盐碱化问题,必须进行技

术改造,以提高灌溉质量、发展节水型农业。 

4.1农田水利灌溉现状 

4.1.1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 

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的原因包括：①灌区引用黄河水,

因枯水期延长,来水量明显减少,造成水资源短缺；②年降水量

约200 mm,年蒸发量超过2 000 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③

黄河管理委员会分配给当地的水量为40亿m³,随着工业快速发

展,工业领域的用水量增多,农业用水进一步缩减。 

4.1.2水利设施条件薄弱 

灌区内水利设施建设历史悠久,存在不少遗留问题,例如渠

系布局不合理,工程老化严重,存在灌不进、排不出的现象；末

级渠系配套设施不完善,造成灌溉面积缩小,抗灾能力降低；水

利工程维修改造中,因投入的资金不足,渠系砌护问题没有彻底

解决。统计显示,支斗农渠的砌护率只有50%,渠系建筑物的破损

率达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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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水源管理水平低下 

在水源管理上,设置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原则,但工程

措施和节水技术上存在问题,影响管理工作顺利实施,难以提高

用水效率。目前的灌溉用水价格水平偏低,和供水成本相背离,

导致大水漫灌现象依然存在。如此一来,上游农田过量灌溉,下

游农田无水可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4.2质量提升方案 

4.2.1建立水资源调度管理体系 

对黄河干支流上的取水工程进行统一调度,进一步规范用

水行为,落实用水上报制度。根据黄河来水量、农作物需求情况,

开展调研和评估工作,编制科学的引水和调度计划,提高管理精

细化程度。在用水高峰期,将井渠掺灌、库湖丰蓄枯补、沟水回

归利用多种方案相结合,缓解水量不足问题,从而化解灌溉矛盾,

保障农业生产。 

4.2.2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对存在病险的水利设施进行加固,提高水量调度能力,

避免暴雨、洪水发生时,对水利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二是针对支

斗渠系进行砌护,保证输水功能,加快水源在渠道中的流速,避

免发生渗漏现象,提高灌溉效率。三是已建成的水利工程中,如

果存在灌溉难点,可在适宜渠段建设调节建筑物或泵站,用来抬

高水位,提高水源利用率。四是节水、增效、生态相结合,大力

发展农业节水技术,尤其是滴灌、喷灌方案,充分利用有限的水

资源。 

4.2.3采用信息化管理模式 

发展现代农业,采用节水灌溉模式,对农田水利的管理工作

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灌区内采用信息化管理模式,在灌

区建设中将信息化、自动化融入其中,建立渠道水闸自动控制系

统,实现信息自动化采集,对水资源进行优化调度,降低水利设

施对人力的依赖,从人工管理逐步转变为信息化管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灌溉技术符合当前农业的发展需求,提高农

田水利灌溉质量,不仅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能提高农业种植

产量。针对目前农田灌溉存在的问题,文章从完善工程设施、健

全管理制度、加大监管力度等方面提出应对措施,以促进灌溉质

量不断提高,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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