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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黄河流域附近农作物大都靠黄河水进行灌溉,但近年来,黄河水被过度开发和施工,水量持续

减少,甚至在部分流域出现了断流现象,对农作物的灌溉造成了严重影响。基于此,本文以临清市灌溉现状为切入点,分析目前引

用黄河水灌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节水灌溉的措施,希望对提升黄河水灌溉效率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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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黄河流域的农田灌溉,不但会受到气候的影响,而且也

会受到黄河水特性的影响,如水量少、含沙量大、断流频繁

等,非常不利于农作物健康生长。为避免黄河水灌溉对农作

物造成的影响,需要对临清市灌溉现状进行分析,并找出引

用黄河水灌溉存在问题根源,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基

于此,开展引用黄河水灌溉存在的问题及节水灌溉措施探析

就显得尤为必要。 

1 临清市灌溉现状分析 

临清市地处位山引黄三干渠的 下游,供水时节可靠性

比较差,于是临清市采用了“早引早蓄,及时强引黄河水,多方

争取水源”的农作物灌溉引水策略。超前三干渠上游大面积

灌溉用水5~10天。提前申请放水,并发动当地农户集体浇地。

冬季黄河水水量比较充裕,三干渠上游用水比较少,在冬季临

清市农户会进行一次冬灌,并往附近的沟渠及水库蓄水[1]。在

每年汛期末段,通过设置拦河水闸的方法,及时蓄拦部分地表

径流水,每年可蓄拦雨水500多万m³。而在配水管理上,临清市

利用节制闸控制“轮渠灌溉,先下游后上游”的方法,有效满

足了偏远高亢地区农作物灌溉对水资源的需求。但从整体灌

溉效果上来看,受到黄河水水源供水可靠性差的影响和限制,

下游农作物灌溉用水仍然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2 引用黄河水灌溉存在的问题 

2.1灌溉效率低 

目前黄河流域农田灌溉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流

式灌溉,另一种是提水灌溉。这两种灌溉方式在引黄河水时

会造成大量水资源无故浪费,而且取水方式也不够合理,缺

乏专业的取水和引水方式。提水灌溉是目前黄河流域农田灌

溉应用 广泛的方式,此种灌溉方式,需要抽取大量黄河水

资源,使得黄河水水文不断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黄

河水下渗速度。而临清市目前很多地方仍然采用传统的灌溉

方式,灌溉设备比较陈旧,在农作物灌溉时多采用漫灌,导致

很多水资源无故浪费,也是引用黄河水灌溉效率比较低的主

要原因。 

2.2灌溉水存在一定的污染问题 

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黄河流域的农业、

工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对黄河灌溉水资源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污染问题愈发严重,甚至很多河段的水资源已经无法满

足灌溉水要求。主要是黄河流域附近农业和工业生产中,大

量废水和污水直接排放到黄河中,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黄河

水自净的能力,致使黄河水资源污染问题愈发严重[2]。但目

前尚未出台黄河水污染控制相关措施,也缺乏有效的污水管

理制度,使得黄河水灌溉资源污染问题愈发严峻。 

2.3黄河水断流趋势愈发严重 

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大量水资源的支持,而农作物种植人

员,为使农作物能够得到有效灌溉,不加节制开发和使用黄

河水资源,致使黄河水资源的输出量逐年提升。黄河水的主

要来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大自然降雨,其二黄河源头的冰

雪消融。虽然每年降雨量都很多,很大开采使用量也非常大,

在加上水资源的自然蒸发,使得黄河部分水域发生了断流问

题,对下游农作物灌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3 黄河水节水灌溉的措施 

3.1统一管理,提升灌溉水资源利用率 

对引用黄河水灌溉区域进行统一管理,对农作物灌溉的

水量进行统一调度和分配,全面改变传统“多龙管水”的不

利局面。导致黄河水灌溉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农作物灌溉

方式不合理,需要加快对灌溉方式改进的步伐,提升水资源

利用率[3]。比如：针对漫灌方式,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引用黄

河水灌溉农田的投入力度,在灌区配置专业、先进的灌溉设

备,避免在引水过程中造成大量水资源无故浪费。 

目前引用黄河水灌溉利用率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

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同时对黄河水资源管理部门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认真落实相关规范和标准,切实做好

水资源管理工作。此外,相关部门还要综合新媒体,加强节水

宣传工作,提升每位农户的节水意识,让他们自觉加入到保

护水、珍惜水的队伍中来,从而提升黄河水灌溉利用率,实现

长久、健康的发展。 

3.2加强污染保护,提升黄河水灌溉质量 

一旦黄河水被污染,则既会影响农田灌溉质量,也不利

于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发展和应用。因此,必须加强对黄河水

的污染管理力度。黄河水管理部门要对黄河流域污染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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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进行综合治理,并构建污水排放标准和制度,严禁未经

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黄河中,一旦发现进行严肃处理[4]。农

田灌溉种植人员,为保证农作物健康生长,经常会对喷洒农药

和使用化肥,也是导致黄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所以,还要加

强对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的管理,避免黄河水污染程度进一步

加剧。 

3.3定期开展河道清淤,提升黄河引水能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期间,每年我市水利部门都会组织清淤

活动,需要进行大量民工才能完成,成本比较大。急需引入先

进的机械化元素,在降低劳动力的同时,降低清淤费用。近年

来,黄河调水调沙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黄河主河槽被冲刷

问题进一步加剧,致使黄河同等流量下闸前水位大约下降了

2m左右。再加上泥沙淤泥,使得黄河渠道水位被持续抬高,

黄河上下游水位差持续减少,大大降低了水闸引水能力,对

农田灌溉造成了较大影响。为进一步提升黄河主河槽的泄水

能力,提升引水效率,降低水资源的浪费量,就必须加大清淤

力度,控制渠道水位,提升引水能力,节约灌溉水资源。 

自从临清市落实调水调沙和水库综合运用措施以来,临

清市内黄河水含沙量持续降低,但灌区泥沙清淤工作仍然不

能懈怠。为提升灌溉水资源利用率,需要充分结合实际情况,

加大机械清淤力度和泥沙应用研究力度[5]。 

3.4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科学合理的应用科学技术,是提升黄河水灌溉水资源利

用率的关键,针对目前临清市农田灌溉现状,可选择三种灌

溉模式,一种是以自流灌溉为主,井灌为辅；一种是以井灌为

主,引黄河水进行补源提灌；另一种是上游农作物自流灌溉

为主,下游则以补源提灌为主。对临清市而言,要结合农业发

展状态、农作物的种类、农作物种植分布结构等,树立近期、

远期、长远的农田灌溉战略目标,借助黄河水灌溉相关资料

及数据,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合理解决黄河水来水预测、配

水调度等重大技术难题。按照农作物灌溉实际的用水计划,

拟定水量调整方案,实现农田灌溉用水量管理的科学定量,

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在信息化和数字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临清市农田灌溉

区,可采用自动化水位观测设备,对黄河水水文资料及水量

调配进行信息化管理和建档。通过构建信息化的灌区来提升

水资源利用率,为临清市农作物灌溉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良

好契机[6]。此外,还要加大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

的应用力度,对黄河水灌区的水情、工情等进行全面系统的

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在提升灌溉水资源利用率的基础

上, 大限度上发挥黄河水文价值。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临清市农田灌溉现状,分析了引用

黄河水灌溉存在的问题及节水灌溉措施,分析结果表明,近

年来,黄河水资源短缺、污染、断流问题愈发严峻,对农作

物的灌溉额和黄河水资源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必

须加大对节水灌溉措施的研究力度,通过行之有效方法及

措施,来解决引用黄河水灌溉中存在的问题。从：统一管理,

提升灌溉水资源利用率；加强污染保护,提升黄河水灌溉质

量；定期开展河道清淤,提升黄河引水能力；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提升水资源利用率四个方面同时入手,既能提升黄河

水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以促进黄河流域的农业健康发展,值

得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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