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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工程中的渠道在长期运行后,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会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

我国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管理和保养工作不尽如人意,对我国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有很大影响,应该加强

重视,确保农田水利工程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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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long-term operation, the channels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ll be severely 

damag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Therefore, the current channe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are not satisfactor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smooth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sure tha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ally play a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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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农田水利渠道的管理和维护,

确保在作物生长期间获得充足的水资源

使它健康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这对农

业生产稳定有序的生产非常重要,对我

国农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

用。因此,维护管理及保养的重要性不容

忽视,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本文从农

田水利维护管理及保养现状分析出发,

进而探讨加强农田水利渠道的维护管理

及保养措施。 

1 农田水利维护管理及保养及

保养的现状分析 

1.1管理层权责不清 

中国现有的一些水利工程建于20世

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是政府和群众

共同修建的。工程建成后,将惠及当地人

民。但由于项目权责不清,项目建成后无

人值守,造成维修问题和矛盾频繁发生,

大部分地方,市政府只管施工。水利部门

由于资金和权限的限制,项目使用者只

管理和使用,导致许多项目使用寿命缩

短,损坏严重。 

1.2渠道工程长期处于失修状态,存

在诸多安全隐患 

近年来,国家对水利工程越来越重视,

许多地区仍然是多年前修建的水利渠道,

尤其是水利渠道,施工时间较长,工程老

化严重,设备陈旧长期失修,加上自然破

坏和人为破坏,存在许多安全隐患。虽然

一有些项目经过多次维修,但效果并不理

想此外,因为在维修过程中,一直存在安

全管理不严、施工技术不到位等问题。 

1.3工程标准不高,整体使用效率低 

如今,许多水利渠道建于20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甚至50年代和60年代,并

已使用了很长时间。当时资金、技术水

平和施工技术相对落后,水利工程标准

不高,设计粗糙,施工水平差,维修不当,

造成多渠道渗漏、坍塌等问题。这不仅

影响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人民

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1.4缺乏维修管理资金 

没有资金的支持,渠道的维护很难

顺利进行。由于许多地方对农业生产重

视不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难以得到足

够重视,资金的投资明显不足。由于缺乏

资金的保障,许多水利渠道无法得到有

效维护,失去了使用功能,损失惨重,一

旦发生洪涝灾害,将造成巨大损失。 

1.5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 

当地缺乏有效的渠道运营管理制度

和实施。例如,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制定了

相关的渠道管理制度,以提高水资源的

合理利用率,详细规定了渠道管理的基

本方法和流程。但由于缺乏统一安排等

原因,无法实施,导致渠道使用中的质量

问题无法及时修复,渠道的实际价值无

法有效实现,导致水利渠道和管理体制

无法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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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农田水利渠道的维护和

保养措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科学技术的

进步,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在保证农田

水利基本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农田水利

建设各种渠道利用供水来提高作物的开

发效率,提高覆盖率,来改善基础设施建

设,使农村生产标准达到目前生活、生产

水平。同样,完善日常管理制度和人员配

备,旨在保持渠道维护和保养的质量。 

2.1加强项目总体规划 

渠道工程建设的初期。首先为了更

好地实现各种运营管理和施工流程之间

的衔接,值得更多的关注的问题是：渠道

工程建设初期存在许多问题,实施和适

用范围尚未得到相应的规划。在施工期

间,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划,施工期间

带来的困难会逐渐突出。目前,农业发展

总体上还很稳定。然而在发展过程,渠道

项目的更新和优化主要集中在后期维护

和资金削减上,以便能够根据施工项目

选择优质的施工设备和施工材料。 

2.2完善水利维护管理及保养制度 

制定是维修过程中的标准,应积极

改进和建立技术标准和规范,并做好工

作监督和考核。工作人员可以知道在具

体的水利渠道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什么,遵循什么标准,进而

可以调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

管理和保障质量。在具体工作中,通过制

度规定,明确管理与维护工作的划分,与

管理层共同管理,这样明确的分工有利

于提高员工管理和维护渠道的水平。 

2.3注意渠道的日常养护措施 

由于缺乏日常检查和监督,渠道破

损无法及时发现和修复,导致农田水利

工程渠道破损问题十分严重。对此,相关

部门渠道日常维护要注意相关措施,安

排专人负责检查,及时发现渠道中的小

问题,及时解决,避免渠道坍塌、渗漏等

安全问题。因此,要定期对水利渠道进行

现场检查,对水流灌溉范围的畅通情况

进行调查等,对于阻碍水流的砖石、杂草

或土壤要尽快清理,及时发现和处理存

在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启动后续处理

机制,提高处理技术和水平,减小淤积渠

道断面,形以便更好地促进水的流动。同

时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宣传车、宣传

册、标语等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普及

水利法律法规,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使

农民自觉遵守水利法律法规,不破坏水

利工程,主动维护水利工程。 

2.4加强新技术应用,提高维修管理

和保养技术水平 

先进的技术是良好管理和养护的重

要保证。因此,管理维修单位需要加强新

技术的应用。一是加强农田水利渠道工

程常见病害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例

如,在农田水利渠道工程中,较为常见

的问题是大坝裂缝。常见的裂纹是横向

裂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大坝内外

温差大。针对这一问题,拟采用的技术

包括侵入技术、充填技术和灌浆技术,

在材料选择上,可选择粘结材料和高性

能水泥砂浆。除此之外,在改革的过程

中,要充分积累过去的经验,采用新的

技术和方法材料和施工技术,力求最大

限度地提高渠道的抗冻胀性和防渗性

能能力。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充分发

挥渠道的作用。 

2.5加强渠道管理和保护人员的业

务培训 

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工作人员

的责任感和业务水平直接关系到渠道管

理和维护的水平。就此,必须加强对这些

员工的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以促进渠道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管理

和保护人员应通过定期培训、重点学习

渠道管理和维护的相关知识,提高责任

感。维护管理及保养中的任何任务都离

不开员工的努力,农田灌溉渠道系统的

主体是广大农民。因此,为了提高农田灌

溉渠道系统的维护管理水平,必须使广

大农民认识到农田灌溉渠道系统维护管

理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农民对农田灌溉

渠道系统维护管理的意识；要使广大农

民学会必要的保养管理手段,使广大农

民在实践和保养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更好地开展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系统的保

养管理工作,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因此加

强维护管理及保养和维护队伍建设,才

能最终保证安全可靠的运行次序。 

2.6加强旧渠道设施的维修改造 

在我国许多地区,农田水利渠道工

程的失修现象十分普遍,因此有必要提

高原项目的再利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

例如,某农田水利渠道工程输配水工程

长期失修,主要问题是混凝土渡槽破损

严重,剥落较深。面对这种情况,相关人

员需要首先分析原有项目的剩余使用价

值,明确项目受损程度,然后制定完善的

维修改造方案,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剩

余项目,降低项目改造成本,提高养护管

理的经济效益。 

3 总结 

综上所述,确保农田水利工程维护

管理及保养的稳定性要有效发展,必须

注重提高经营者的职业素质,建立健全

制度管理体系,还积极采用各种先进技

术和设备的实施,将推动维护管理及保

养工作焕发出新的气象,渠道项目投入

运营工作也将更加稳定和安全地进行,

为农业的生产也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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