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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社会经济改革不断进步与发展,农田水利工程也在紧跟改革的步伐发展前进,在这个

时候修建的高效节水建设项目,基本上都是还保留着祖传的粗放灌溉方法。这种灌溉有一个好处,可以

增加农业收入,解放生产力,然而它也有坏处,它的灌溉效率不高。无法更好地利用水资源,使得水有浪

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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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术是农业

灌溉的重要路径之一。节水灌溉技术可

以有效节约水资源,在最大限度应用水

资源的基础上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

农业生产质量和产量,为农民增收奠定

基础。 

1 农田灌溉节水技术应用的意义 

对现阶段农业生产来说,农田水利

灌溉工程当中对节水措施的有效应用,

是当前农业生产水平全面提升,促使农

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采

取合理的节水举措,这样能够让用水需

求得到进一步的满足,同时减少灌溉生

产的整体成本,实现农民的增收,这也是

中国现代化农业发展下的一个重要的举

措。中国是农业大国,而农业灌溉是用水

需求的“大户”,其在整体全国总用水量

中的占比较高。部分地区的灌溉方式相

对落后,农田水利工程年代久远,配套设

施不够完善,整体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较

低,存在着严重的浪费情况。应用节水措

施,其可以有效的对当前水资源短缺的

问题进行解决。通过节水措施的应用,

可以结合不同作物的用水需求来对于灌

溉的计划进行调整,进而实现对农业生

产方式的有效转变。 

2 农田节水灌溉技术 

2.1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 

该技术包括联合调度地表水与地下

水、多水源的综合利用、灌溉回归水的

合理利用、合理利用雨水与洪水。 

2.2合理控制灌溉用水技术 

该技术的本质在于节水灌溉工程技

术,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防止输水渠道

渗漏、水管道输送、喷灌和微灌、抗旱

点浇技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应用相应

的技术可促进灌溉效率的显著提高,在

输送与配置灌溉水的过程中避免跑冒滴

漏的情况,减少深层渗漏损失。 

2.3农作物节水技术 

即农艺、生物节水技术,包含抗旱品

种的合理选择、耕作和覆盖保墒技术。

在搞好技术环节的过程中科学的管理节

水灌溉过程,在管理灌溉用水时需积极

的应用现代化信息系统,确保这项管理

的精细化,如自动灌溉用水信息系统、输

配水自动量监控与测量技术,还可以将

与之相对应的用水制度建立起来。当下,

节水灌溉技术从之前的单项节水技术逐

渐向综合性节水技术体系发展,联合多

个单独的学科或内容,使其成为一个整

体的农业节水体系开展综合性试验与研

究,如工程节水、农艺节水以及管理节水

技术等。 

3 农田灌溉区改造技术措施 

3.1改造灌区硬件设施 

渠系以及相应对应的建筑设施是主

要的灌溉硬件设备。当渠系一般会发生

渗漏现象以及坍塌现象,会造成很严重

的水资源损失；有些建筑设备也会因为

过于陈旧和出现不配套的现象。面对这

些现象,我们应该努力的结合灌区工作

的当地情况,按照合适的方式抓住重点

建筑配套的设施,积极做好改造完备建

设工作。举个例子来讲,当面对灌区的水

渠系时,我国近几年,一直推行实施渠道

防渗硬化措施,其效果显著。以上实验可

证明干,支,斗,毛渠采用的U型防渗硬化

措施,可以将水的利用效率明显提升,使

得渠道的水利用系数得到提升。与此同

时,当在渠系安装监控设备,可以尽可能

的避免损失的产生,也可以减少渗水,漏

水,偷水等现象的发生和水流流失的现

象。实验结果可以表明,运用u型的断面,

混泥土硬化措施,可以使水的利用率系

数提高10%左右,可以更大程度的减小低

灌区的渗透率,使水的利用率得到提升。 

3.2尽量避免大面积灌溉,发展局部

湿润灌溉 

摒弃过去传统的大田漫灌式的浇灌

方法和采用局部的湿润灌溉和隔沟(畦)

交替灌溉,这样可以使得土壤更好的具

有通透性使得作物的根系可以更好地扎

牢提高了土壤的灌溉效率,使得农作物

可以更好的增加产量,才值得推广开来。

实验证明,春玉米和冬小麦如果套种隔

畦灌,玉米和棉花的宽行作物运用隔沟

交替灌和隔沟灌,则可以让土壤润湿的

面积减少了一半,可以使得水节约1/3以

上,可使得产能增加5%到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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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积极开展“井渠结合、井河联合、

以井保丰”调度工作 

为了可以更好的发展。水资源的可

持续性和合理性。各个政府部门必须结

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产业结构以及

地区水资源现状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

具有可针对性的且实际操作性强的计划

措施,必须从一而终的坚持“宜渠则渠、

宜井则井”的原则。 

4 农田灌溉节水技术应用的有

效措施 

4.1立足灌溉需要,完善基础设施 

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而言,基础设

施建设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此,需要

从以下三点采取好措施,首先,遵循因地

制宜的原则。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农

业生产条件有着很大的差别,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自然也有所不同。以苏南为

例,年降水量虽然在1000㎜以上,但同样

存在阶段性干旱的问题,且灌区面积普

遍偏小,基础设施建设要结合苏南的农

田乃至自然气候特点；其次,服务节水灌

溉。从宏观层面而言,节水灌溉工程同样

属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从

节水灌溉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要围绕

地方节水灌溉的实际需要开展,重点加

强渠道、管道等建设；最后,注重基础设

施建设的系统性。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是

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基础设施建

设不仅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长远,为后

续的改造、升级预留空间,且在建设中要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性与配套性,

深入推进渠道工程、电力工程、道路工

程等的建设,保障节水灌溉的有效实施。 

4.2加大资金投入,提升灌溉技术 

随着节水灌溉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

灌溉技术也日益多样,如喷灌、滴灌、微

灌、膜下灌溉等,不仅提升了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也取得了更好的灌溉效果。当然,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节水灌溉中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而提升灌溉技术

则是有效克服此类问题的根本举措,因

而,必须加大节水灌溉的资金投入力度,

促进灌溉技术的转型升级,其中,节水灌

溉技术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居于至关

重要的地位。苏南地区作为经济较为发

达的地区,需要在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

中走在全国前列,将卫星定位技术、计算

机控制技术等应用到节水灌溉中。具体

而言,通过卫星来实时监控农作物的生

长态势,将农作物生长的相关数据发送

到信息系统中,从生长数据与标准数据

的对比中得出农作物所需的灌溉量,以

此控制浇灌系统,进行定量浇灌,从而更

好地实现节水灌溉的目标。 

5 发展农田灌溉节水技术的

建议 

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发展

与进步、人口的快速增长,通过农业节

水灌溉技术的应用可在增加我国用水

总量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的生产粮食。

基于此,节水灌溉事业的发展与全国各

族人民息息相关,为此我们必须积极的

宣传发展节水灌溉技术的重要性,积极

的进行教育,引导全社会各界人士都能

够提高对这项技术的重视程度,为发展

节水灌溉技术打下坚实基础,创造一个

良好的环境。 对膨胀型低效益用水需

求进行不断的削弱与消灭,对于浪费型

零效益用水需求坚决不容忍；关于合理

优化配置农业灌溉用水的措施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从而能够更好地发展节约灌

溉技术。 

综上所述,现如今我国农业技术获

得高速发展,由此逐渐增加了农业用水

量,为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将节水

灌溉技术所具有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强化做好这一技术的研究工作,从而能

够更好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田水利

工程的建设对于水资源有着一定的需

求,因此需要更好的使用利用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满足了

农田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需求,同时又

能够减少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成本,大

大提高了农田水利工程的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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