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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和水利行业的快速发展,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的不断变化,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农业发展也在不断的推进。从当前的农业建设来看,水利建

筑工程逐渐增多,因此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有效性,农业水利建筑工程的施工要保障其建筑质量,通过渗

透问题的有效解决使农业水利建筑工程切实承担起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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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资源匮乏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

问题,农田灌溉工作要寻求适宜的发展

技术,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和调整,合理

利用有限的资源,进一步解决水资源不

足的问题。在具体的农田灌溉作业中,

要结合当地的地形特点进行合理规划,

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工作人员应该具备

专业的农田灌溉技能,具体的工作效率

取决于现场所选工器具的性能。而随着

科技的进步,农田灌溉工具越来越先进,

对现场操作人员的专业能力也有了更

高的要求。 

1 农田灌溉渠道防渗施工技术

的优势 

1.1维持地下水位的稳定性 

现阶段的农业农田防渗漏工作大多

数是通过混凝土提升沟渠的密度,防止

在浇灌过程中出现水资源流失的现象。

水资源农田灌溉环节的稳定性大大提升,

对于地表下的水源污染治理起到了缓解

作用,进一步维护了该产业的平衡运行。 

1.2改善土地盐碱化现象 

农业农田灌溉初期应该根据当地的

地形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宜的方案,

农田灌溉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可以大大提

升农田灌溉水源的使用效率,使其充分

滋润作物成长。而水资源的不足会提高

农田发生盐碱化的概率,因此要合理利

用有限的水资源,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进一步提升作物产量。充足的水分供给

可以提升土质性能,使土壤性质得到了

有效改善,减少水分流失,从而改善土地

盐碱化现象。 

1.3减少农田灌溉渠道占用的土地

面积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地结合以往农

田灌溉中出现的问题对原有模式进行了

调整。从现阶段的作业模式来看,水资源

浪费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大大提升了

能源的利用率。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也降

低了施工成本,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后期的工程施工维

护中,进一步提升整个项目的整体水平。 

2 农田水利渠道渗漏原因 

2.1生物破坏 

农田水利渠道一般经过老鼠、蚂蚁

以及野鸡等动物的洞穴,这些洞穴即使

在初期被合理破坏,但在渠道的使用中

依旧会“卷土重来”,因此容易出现渗漏

通道。在雨水较多的汛期,河道水位渐高,

动物活动后的沉积物被积水冲落,造成

渠道渗漏。有些洞口的结构较为密闭和

坚固,渗水现象轻微,但在长时间的渗水

作用下,“滴水穿石”的现象终究会出现。

小型的渗漏点扩大转变为形态可观的渗

透口,形成渠道漏洞,致使水利渠道内部

管涌、渗漏现象严重,甚至导致渠道整体

变形坍塌。 

2.2地质原因 

在农田水利渠道的修建过程中,因

施工条件苛刻,需要依据具体地势修建。

筑渠用土一般就地取材,但水渠干线沿

途分布的土质大部分为沙土或砂砾石土,

此类型土黏结性较差,抗水性不能满足

筑渠要求,在使用时很难被碾压密实。因

此渠道的整体质量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修缮和浸泡,最终会

导致渠道发生渗漏。 

2.3施工质量原因 

农田水利渠道的施工周期短,迫于

施工进度压力,当地各级水利行政管理

部门有意加快施工进程,忽视了水利渠

道长度长、修筑时间长、渠道支路多的

特点,最终导致施工水平和渠道质量较

低。因此仅关注施工进度是不合理的,

会为后期水渠使用带来安全隐患。例如

渠道整体结构会出现较多空隙,主要是

因为渠道分段接头位置细节处理不到

位,存在连接不牢固和连接不充分的现

象；渠道地基底部杂物清理不彻底(杂

物一般指的是松土、杂草及腐烂的树

根),渠道修筑初期的材料收集混杂,经

常会在材料中发现废弃水泥编制袋、腐

烂的树干等杂物,这些杂物会在渠道长

期使用中继续腐烂,最终导致堤身孔洞

的形成。 

3 农业水利建筑工程施工中防

渗技术的运用策略 

3.1后注浆灌注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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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技术是当前较为先进的防渗技

术,其通过固化浆液来注入土地基裂缝

的形式完成对于建筑工程的固化,通过

结构强度的增强来改善地基的物理性质

提升整个水利建筑工程地基施工的质

量。从农业水利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防

渗技术的应用来说,后注浆灌注桩技术

是常见的施工技术,其操作简单,实用性

强的优势,使其被广泛的应用于农业水

利建筑工程施工。其具体的施工方式是

通过装槽内注浆导管的预设,通过其与

注浆圈的相连实现水泥浆的注入,从而

有效地提高水泥桩的承载力量,从根本

上解决农业水利建筑工程的渗透问题。 

3.2混凝土防渗漏 

在山区渠道修筑中,由于内部环境

变化复杂、修筑地形条件恶劣且后续管

理困难,因此一般使用混凝土防渗技术。

该技术除了具有环境适应性好、气候适

应性强以及管理、清理便利的特点外,

其渠道整体强度较高,渠道内部表面光

滑,有利于水流通过,可减少糙面阻抗,

整体防渗漏效果较好。该技术在地形条

件较为复杂的山区应用广泛,可有效减

弱山区渠道的渗漏现象,但混凝土一旦

成型就很难再做形式上的调整,因此该

防渗漏技术的变形适应性差。特别是在

一些缺少砂石修筑材料的山区,使用该

技术会使修筑渠道的成本整体升高。 

3.3石料衬砌防渗技术 

石料衬砌防渗技术选用石料进行沟

渠搭建,其治漏效果也较为显著,可满足

浇灌需求,同时起到防冻作用。砌石防渗

创新在于材料可以随时随地选取,抗冲

击流速大,耐磨能力强。在具体施工环节

中,搭建结构可以根据施工现场的地理

特征选取,常用的有护面结构和挡土墙

结构。施工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首先注意表面的清洁工作,根据当地的

地形特点完成角度设计,并在底部用碎

石铺垫。随后进行土墙堆砌,操作工艺一

般是自下至上,由底部到坡体完成铺垫。

待以上工作全部完成后,要在表面洒水

以完成表面的保养工作。 

3.4土料防渗层施工技术 

该项技术指的是通过土料的混合以

及压实来改善农业水利工程的防渗效

果。在实际的土料防渗技术应用过程中,

该项工艺所拥有的优势在于材料简单,

施工成本低。因此在小型的农业水利工

程建设过程中,土料防渗技术其应用最

为广泛的防渗方式。在实际的防渗施工

过程中,通过对于土料的粉碎以及农业

水利工程表层杂物的清理,合理配置混

凝土比例,通过先干后湿的施工方式,在

保证混凝土强度的基础上,以分层浇筑

的形式开展防渗技术的施工,最后通过

对于防渗能力的检测来保障整个土料防

渗技术的应用效果。但是该项技术具有

取材简单,工艺简单的特点,也存在着抗

冻性能较差的实际问题。在该项技术的

施工及应用过程中,后期农业水利工程

的养护过程中要对土料防渗层进行持续

的关注与保养。 

4 结语 

农田水利中强化渠道防渗漏技术

可以直接提升水利工程中水资源的利

用率,减少水资源渗漏造成的经济损

失。经过渗漏处理后的渠道,渗水体积

可减少50％～80％,使渠道整体的输水

能力提高、输水可靠性增强,在加快灌溉

水流速的同时,提升了灌溉效率,并延长

了渠道的使用寿命。农田水利工程需要

更多的探索与创新,以保障农业生产的

顺利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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