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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的目的是提高农田水利灌溉效率,促进农作物的健康生长,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为保证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

设质量,掌握完善的施工技术,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就将对农田水利渠道工程施工技术及管理进行详细说明,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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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做好农田水利渠道

工程的管理,解决施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

用。施工技术和施工管理作为农田水利渠道工程质量的保障,促进其功能

的发挥,加大对其研究探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１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是利用建筑物和渠道将水源引入农田内,再利用农

田现有的灌溉系统实现田间灌溉的一种方式。该工程中使用的渠道形式有

毛渠、斗渠、支渠、农渠、干渠这五种,需要结合农田所在区域情况、种植作

物特性、水资源条件等实行科学选择。在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中,需要遵

循的基本原则为：合理管控灌溉面积,实现 大化灌溉用水效益；落实多

功能性目标,除满足灌溉要求,还要做到生活用水及防洪等功能；做好实地

考察,增强工程建设的合理性。 

2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施工技术 

2.1土方施工。土方施工分为开挖和回填两部分。开挖施工要遵循开

挖回填相平衡的基本原则,合理规划施工方案,注重开挖作业质量。在开挖

过程中,除要做好基坑和岸坡的清理与加固处理外,还要做好开挖深度及

基坑排水处理工作,避免松散土质对结构稳定性带来影响。开挖施工一般

以机械施工为主,人工施工为辅。在回填施工中,应先做好方案规划,对回

填土、回填深度实行科学把控,以免增加经济成本损耗。回填作业完成后,

要实施整平和夯实处理,增强回填土的密实性,提高结构强度。 

2.2削坡施工。削坡施工采用的是反铲粗削和人工精削混合处理模式,

反铲粗削开始前,要展开测量放样,标注坡脚线与坡肩线,增强削出平面的

平整性,在粗削完成后,利用人工精削实施处理,达到施工要求。削坡施工

中应按照衬砌施工进度要求实现削坡施工进度的把控,让两者同时完工,

减少施工中因搁置时间较长带来的不良影响。做好削坡施工中高程及控制

标高的把控,并按照作业坡面的实际情况及要求,逐步开展削坡施工及精

细处理,直到其符合设计要求为止。 

2.3粗砂垫层施工。粗砂垫层施工前,工作人员需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检查粗砂材料质量,确定施工技术工艺及压实设备,利用专业设备将材料

运送到施工现场,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展摊铺作业。粗砂垫层施工采用的

是人工摊铺、衬砌机压实的工艺。粗砂垫层施工中各项指标参数为：砂垫

层厚度控制在5厘米,虚铺厚度控制在6.5－6.6厘米,砂子含水率在4%－5%

之间,压实密度控制在标准指标的0.7以上。压实过程中,为使密度达标,

会在衬砌机上设置平板振动器,相应参数数据为：平板振动器频率为48赫

兹,平板尺寸100*60厘米,厚度约5毫米。压实次数以2－3次为宜。压实完

成后,实施整平处理,将其中存在的空腔有效填充。 

2.4边坡混凝土施工。边坡混凝土施工前先要对混凝土配合比、坍落

度及和易性展开检测,待其符合施工要求后,开展混凝土调配工作。浇筑、

振捣施工中,要对混凝土温度、表面质量实行严格把控,避免收缩裂缝、气

泡等问题的产生。在坡脚混凝土施工中,要在坡脚上20－50厘米的范围内

合理设置诱导缝,防止施工中贯穿性裂缝的产生。混凝土施工完成后,需严

格按照规定要求实施养护处理,养护时间控制在一个月左右,期间采用塑

料薄膜或保水养生膜予以覆盖。 

2.5底板混凝土施工。底板衬砌要在渠坡衬砌完成后进行,重点放在防

水、填缝止水作业上,减少地下水引入导致底板结构冻胀问题的发生。 

３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施工管理 

3.1施工过程管理。农田水利渠道建设中,回填、混凝土作业及护砌

石砌筑是较为重要的环节,施工中应增强各项施工操作的标准性、规范

性。回填施工中,要针对开挖深度及基础结构要求,规划回填方案,并做

好回填后土体压实作业。混凝土施工要严格按照国家现有标准要求开展,

做好质量把控。砌筑与浇筑施工完成后,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混凝

土实行养护。 

3.2防渗技术创新。农田水利渠道工程建设中,防渗施工一直都是让工

作人员 为头疼的问题。防渗处理的不合理,不仅会影响农田灌溉效果,

还会造成较大的能源浪费及环境污染。为此,相关人员需要加大对防渗施

工技术的研究和创新,提高施工中防渗水平,规避供输水中存在的耗能问

题,促进系统的正常运转。 

3.3质量管理。农田水利渠道工程的建设需要结合区域环境、水资源

条件、农田灌溉需求及水资源调度情况展开综合分析与规划,制定合理的

施工方案,以增强渠道工程建设的有效性,提高其使用效率。同时在施工过

程中,要安排专人对施工各环节进行监督和指导,对存在的不规范行为予

以及时指出和管控,以此来推动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强化建设效果。为改

进工程质量,可开展全面检测作业,一旦检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安排专业

人员实施维修处理,以免对后期渠道使用造成质量与安全隐患。 

４ 结语 

希望通过上文的论述,从业人员可对农田水利渠道工程施工技术及管

理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在日后工程建设中,能够加强施工技术使用的

合理性、施工管理的高效性,进而为农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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