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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田灌溉中,如果要充分享受农田节水项目的效益,就必须做好节水工作。因此,我们需要运

用各种灌溉技术来改善水资源利用,降低农田生产成本,合理分输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从农田节水灌

溉措施的重要性出发,阐述了节水灌溉措施,分析了目前节水灌溉措施实施中的不足,并提出了进一步详

细的方法来加快节水灌溉的发展措施。 

[关键词] 农田灌溉；节水措施；水资源使用率 

中图分类号：TV7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自古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

节水农田的发展至关重要,也与国家的

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当今水资源的日益

匮乏,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我们必须通过

减少农田用水来减少水资源浪费。修建

防渗漏渠道,增加投资并开发各种节水

技术,有效地维护灌区各种灌溉设施的

正常运行,可以 大程度地减少耕地各

灌溉环节的水分流失,有效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这是解决节水问题的关键。 

1 节水农田灌溉技术的重要性 

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

快速增长,对水的需求也在缓慢增长,但

是现在国内的水供应处于非常紧张的状

况,导致供水需求冲突增加。中国农业也

是主要产业,农田用水量巨大,占用水量

的一半以上。因此,通过控制灌溉设计保

障率和抗旱天数两个指标,可以保证灌溉

技术设计的合理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农田用水也导致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并且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不高。因此,在田

间灌溉程序中应采用优良的节水灌溉措

施,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农田用水。提高灌

溉水的效率不仅有利于控制,而且大大减

少了劳动力。它在促进实现社会和经济利

益以及促进农田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由于中国河流发达,因此过去

常常以自流灌溉为主要灌溉方式,以河流

为水源。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将受到潮

湿的海洋气候的影响,而且夏季往往很容

易增加降水。如果没有防护水坝,将不可

避免地影响到河边人民的生活,因此水坝

减少了沉积物,在通渠和保护居民的生命

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合理利用土地收益,

在较高的土地上修建进水口建筑物的灌

溉渠,通过灌溉渠在较低的土地上灌溉农

地,并修建水渠。在可能储存水的地方修

建排水沟,以实现重力灌溉并减少水和电

资源的浪费。 

2 农田节水灌溉问题 

在农田灌溉中节水存在许多问题,

并且限制了新灌溉技术的推广。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仅用于经济作物,应大力推

广。尽管我国许多地区在推广节水灌溉

技术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诸多因

素的影响,在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方面仍

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2.1资金投入不足 

耗水量低的灌溉工程设备不配套,

标准化程度低,许多工程质量差,维护不

及时,技术破坏率高,使用寿命短,严重

阻碍了节水灌溉项目。 

2.2投资机制不健全 

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资金来自金融

信贷,这导致运河减少以增加灌溉量而

农田用水量较低。节水灌溉项目具有不

同程度的管理粗放、不清楚的管理职责、

产权和政府事务不清楚等导致了筹集资

金的难度都很大。 

2.3农民没有意识到节水 

由于灌溉系统不完善以及家庭农民

使用水制度不清,他们从未对水费有透

彻的了解,也没有意识到水源的重要性。

水资源的浪费十分普遍,因此对于理解

节水灌溉措施缺乏。 

3 农田灌溉节水措施 

3.1防止渠道渗水的技术 

长期以来,在中国农业灌溉过程中

普遍使用渠道水,这种水分配方法由于

运河泄漏和蒸发而导致用水量低,这增

加了水资源的浪费。渠道衬砌的作用不

仅可以大大增加渠道系统的水利用率,

减少渠道渗漏,节约灌溉用水,还可以

提高渠道分配的安全率,提高渠道抗冲

击能力。目前,我国节水灌溉 重要的

措施就是渠道防渗技术,它不仅提供快

速的水源,而且对农田生产也非常有

利。同时,由于水的旋流和大量的排水,

河岸倒塌和滑坡加剧,导致许多不利于

运河管理和形成恶性循环的因素。因此,

大多数地区应对现有运河进行防渗和

加固工程,以有效提高用水率,有效减

少当前的水资源短缺。通常,运河的用水

系数可以增加到0.6-0.85,土壤渠道比

原来高50％到70％。防渗还具有供水迅

速的优点,这可以加速农田生产季节并

节省土地。同时,它对农田生产也非常有

利,但是渠道的防渗技术更适合于土地

平坦的地区,可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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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低压管道输水技术 

管道输水技术在发达国家被广泛使

用,它使用管道将水直接输送到田间进

行灌溉,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渠道中的漏

水和蒸发损失。这项技术在中国北方的

发展速度加快。管道取代陆路运输水的

速度更快,减少了运输水的过程中的泄

漏和蒸发损失。约有45％的水,比石砌防

渗渠道节水多出约15％。比陆渠具有更

高的流量,更快的输水速度和及时的供

水,这有助于提高灌溉效率,及时提供供

水并节省灌溉劳动力。无须占用农田用

地,可以有效提高灌溉效率,有效利用水

资源,大大促进农田生产。节约的水可以

扩大灌溉面积或增加灌溉频率并改善田

间灌溉条件。缩短轮灌周期有利于快速、

及时、高效地灌溉,满足作物生长期,特

别是作物需水关键时期的需水,增加了

单位水的生产价值。谷物作物通常增加

10-20％。另外,在更换了地面通道后,

减少了管理工作。但是,使用管道灌溉田

地并不能真正达到节水的目的。为了有

效利用水资源,需要配合例如喷灌和滴

灌的节水措施。 

3.3喷灌技术 

洒水灌溉涉及使用管道、泵、电机

和其他专用设备对水加压或使用天然水

滴将加压水送至要灌溉的区域。洒水器

将水分散成细小的水颗粒,然后将其均

匀地分布在整个农作物上。灌溉。在农

田喷灌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将灌溉用水

与化肥和农药在农作物上的结合使用,

大大减少了农田的工作时间和人工成

本。具有结构简单、资金少、机动性灵

活、设备利用率高的优点,可以有效地调

节农田的生态小气候。实际测量是在使

用农田喷灌系统的情况下,田间的空气

湿度增加并且所测温度降低,因此当田

间温度过高时,可以有效地调节农作物

的生长温度以促进生长。与使用传统的

渠道土壤水分配的地表灌溉相比,灌溉

可节水约40％,将粮食作物的产量提高

15％至25％,将作物的生产率提高15％

至30％,将蔬菜产量提高约两倍。有针对

性地提高农田土壤的透水性和种植条件

有利于促进多种经济作物在农地间套种

模式的推广和效益,极大地有利于农田

的经济效益。无须建造灌溉沟渠,特别适

合山区耕地。灌溉不能满足的陡坡耕地

可以用于节水灌溉,这使得喷灌技术在

中国的应用非常适合推广和广阔的发展

空间。 

3.4滴灌 

滴灌在中国的干旱和缺水地区具有

很好的效果。它使用塑料管通过孔或直

径约10毫米的毛细管上的滴头将水输送

到作物的根部,以进行局部灌溉。它也可

以与施肥结合,有效提高肥料利用率,该

方法有效地达到了节水的目的并提高农

田产量。这是干旱和缺水地区 有效的

灌溉方法,实施滴灌工程可以有效减少

农用土地的水源损失,减少田间渗漏,避

免因土地抬高造成土壤盐碱化和洪水泛

滥。避免水文、地质和土壤环境恶化,

可以使水土资源更加充分,更合理的利

用,改善了农田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对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灌溉区和优

化社会环境。这种灌溉方法更适合于灌

溉果树、蔬菜、经济作物,并且仅当用于

大面积灌溉时才适合于干旱和缺水地

区。在干旱期时,水库的水通过滴灌排入

农田,从而达到了增加农田生产的目的。 

4 总结 

为了节约农田灌溉用水,改善灌溉

工程技术设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

在农田灌溉领域中,广泛鼓励实施节水

灌溉技术措施,并根据当地情况更好地

开发各种灌溉节水技术。节水农田技术

体系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领域的非常

完整的系统,其本质是解决农田用水和

农作物、粮食生产用水以及单位水量产

生的粮食产量和价值。着力节约农田用

水,有效提高灌溉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基本实现了节约灌溉用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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