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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能够保障水利设施的完整性,改善农田周边水土环境,提高农田产量。尤

其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化进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农田种植空间逐渐缩小,直接影响了农业产

量。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应当积极推动农业生产模式改革,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工作,

了解水利工程设计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与注意事项,并在此基础上保障设计方案的完整性。基于此,本文分

别从水文勘测、工程设计、工程设备及工程监督四个角度入手,分析现存设计问题以及后续发展路径,

以此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设计的合理性,为农业改革提供可靠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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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mprove the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around farmland and increase farmland yield. 

Especi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gradual reduction of farmland planting space, which has a direct impact on agricultural outpu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improve the desig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and precautions in the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design 

scheme 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design problems and follow-up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ydrological survey, engineering design, engineering equipment and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so as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design and provide reliable 

reference for agricultu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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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

村地区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

变,而城市范围的不断拓宽,使得原有的

农耕空间也受到了影响,小型农田生产

模式越来越常见,对水利工程设计要求

也就越来越高。但当前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设计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水文勘测

不到位、工程设备更新不及时等等,都会

影响最终的农田工程质量,因此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设计工作就应当从问题出发,

综合考虑农田设计的基本方向与优化对

策,并结合注意事项保障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设计的合理性,解决农田生产中存

在的实际问题。 

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问题 

1.1水文勘测工作不到位 

水文地质勘测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基础工作,其工作目的是合理开

发利用地下水资源,保障农田水利工程

设计的合理性,做好预先调查与测试工

作。相关工作人员可通过利用各类勘测

手段,对现场水文地质信息进行全方位

调查,对施工现场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确

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工作的进行。

水文勘测工作是了解当地地质环境的重

要手段,只有保障水文勘测的质量,才能

够保障工程设计的稳定进行[1]。但在实

际水文勘测过程中,部分勘测人员未意

识到水文勘测的重要性,勘测流程大多

数流于表面,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因此无

法保证当地水文地质条件信息的真实性

与全面性,且评价不够具体与完善,分析

不够深入,进而导致水文勘测信息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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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无法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的

开展。 

1.2工程设计存在缺陷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大多数是在国家

改革初期建立,但改革时期的设计方案

与现阶段的需求有诸多出入,对于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而言,无法保证设

计方案的合理性,且不具备基本的参考

价值。大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设计

阶段,一般会以乡镇或者村为单位进行

规划,大多是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流程,

这也就表明施工规划设计较为急促,更

注重满足当前利益,却忽略了质量需求。

甚至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并未进行实

现规划与设计,而是直接投入建设,建设

标准不够清晰明确,设计方案存在诸多

不合理之处,进而使得后续存在管理不

善以及灌溉设施不合理等问题,更有甚

者存在灌排不分的现象,在实际施工中

未按照具体规范标准落实工程建设,带

来诸多安全隐患。 

1.3工程设备更新不及时 

小型水利农田工程当前未得到全面

重视,相关设备的更新不及时,无法充分

发挥出设备性能,因此难以推动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稳步进行。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未得到全

面的资金投入,在设计过程中受到资源

与资金的制约,无法保障设备及时更新,

农田水利工程设备老化,运行负荷过高,

影响工程的稳步开展[2]。另外,除了建设

期的资金投入以外,后期的维修保障资

金也难以及时到位,使得水利设施无法

得到有效的检测与维修,久而久之,则会

影响设备性能,使得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的蓄水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1.4工程监督力度较薄弱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工作的质量

会受到监督力度的影响,如果监管部门

监督力度较为薄弱,且未将监管工作落

实到规划设计与施工的全过程中,这就

难以及时发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

程中的各项风险因素,而后续的施工质

量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另外,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设计环节较为复杂,如果监管工

作较为形式化,则无法保证最终的监督

意义,监管效果低下,工程建设质量难以

得到保障。而且当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在设计阶段,大部分依赖于工作人员的

经验,其规划设计理念与方法不够科学

合理,或者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进而影

响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开展效率,无法保

障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2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注意

事项 

2.1因地制宜,综合考察条件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阶段,设

计人员务必要详细分析各项影响因素,

了解工程设计的重点内容。首先,在设计

规划前需要对农田水利工程进行全方位

的勘查,并通过调研等多种方式,获取基

础环境材料,结合当地地质地形条件,

针对性的设计施工方案,保障其合理

性。由于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大不相同,

因此需始终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综合考

虑当地的气候条件,结合水利工程防渗

设计完善设计方案[3]。同时也要分析当

地地形条件,结合地形地质条件综合考

虑设计方案的合理性,探究土壤条件是

否符合农田水利工程需求,保障各渠道

的防渗效果,合理选择混凝土材料,提高

工程质量。 

2.2统筹兼顾,合理选择材料 

设计人员在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

行规划时,要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当地的

地形条件、经济条件、人口组成、环境

因素、资源构成等等,做好工程建设的充

足准备,保障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同时,也要合理选择防渗材料,

当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所采取的防

渗技术包括：膜料防渗、混凝土防渗以

及涂料防渗,在选择防水材料时,要从工

程的实际角度出发,比如：防渗材料性质

特点以及使用年限,确保防水材料质量

能够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2.3加强监管,落实工程维护 

要想保障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工

作的稳步开展,就应当加强监督,落实

工程建设的维护与管理。首先,在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阶段,管理单位务必

要加强现场施工的监督与管理,通过动

态化监测,了解现场实际施工情况,一

旦发现与设计图纸不符时,应当及时通

知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通过现场实际

勘查作出方案变更,推动工程建设的稳

步推进[4]。而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完成

建设后,由于工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

要定期巡检工程应用情况,及时发现影

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各项运行因素,

使得工程建设更加稳定,促进农业改革

与发展。 

3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路径

探究 

3.1完善水文勘测环节 

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而言,水文

地质勘测是准备工作的关键环节,不仅

需要了解以下水资源分布情况、水体污

染情况以及地面沉陷问题,同时也要分

析地下水与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工

程设计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并将其作

为设计的主要依据,确保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设计方案的合理性。由于水文勘测

环节包含多项勘测内容,且勘测技术难

度较高,对勘测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工作要求。为了保障最终探测结果的准

确性,确保水文勘测信息能够得到全面

使用,施工单位务必要重视水文地质勘

测工作的开展,对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

的勘测培训,提高其专业能力。同时勘测

人员不可套用已有勘测结果,要结合当

地的生态环境做好精准勘测,应用专业

技术保障水准勘测工作的稳定进行,进

而获取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信息,确保

工程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3.2优化工程设计方案 

要想促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有序开

展,务必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获取相

关数据信息,因地制宜完成工程选址,保

持科学精神优化设计方案。在设计过程

中要做好设计方案变更的准备,同时在

设计阶段应当结合具体情况,合理调整

设计方案等,尽量避免在施工阶段出现

设计方案返工的情况,否则将影响工程

施工的进行[5]。而在进入实际施工阶段

以后,如果存在情况需要对设计方案进

行变更,那么需要联合各个部门进行协

调与沟通,通过对设计方案的进一步审

核与完善,而后再投入到使用中,避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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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返工现象,影响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有效建设,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制约

农业改革与发展。同时在设计阶段也要

遵守设计原则,将安全施工作为设计导

向,避免在危险地段施工,保障施工的安

全性；遵循因势利导的原则,排水沟设计

应当在低处,灌溉渠道应在高处,并全面

考虑当地的地形特点,采取恰当措施,避

免与建筑物之间交叉。 

3.3保障材料设备质量 

许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设计阶

段,受到预算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且成

本控制要求过高,直接影响最终的建设

效果。部分施工企业为了达到最终的目

标,会选择降低材料选购标准,缩减施

工成本来完成设计与施工,缺乏对材料

与设备选用的重视,无法保障对重工程

建设的质量。不符合标准的水利设施,

会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所产生的经济

成本仍然需要由施工企业去承担,同时

也会造成名誉上的损失,得不偿失。因

此在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规划时,要

注重多个方面资源的投入,不可局限于

成本控制中,要合理利用政府补贴,引

入社会资本,通过多种手段筹措资金,

进而保障工程质量,推动施工的稳定进

行。对于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材料,坚决

不可使用,避免引发安全事故。除此之

外,要想提高物资管理水平,则可通过

集中中标或者采购的方式,通过与供应

商直接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保障材料的

质量,进而有效执行工程设计方案,提

高生产水平。 

3.4加大项目监管力度 

在设计农田水利工程时,监督部门

要全程参与到设计与施工环节之中,采

取动态化监控与实时监控,保障设计质

量符合施工标准[6]。而在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将监管资料移交

至上级部门,并将其作为工程建设决策

的主要依据,保障后续工作开展的合理

性。在监督过程中,要根据工程开展的实

际情况,检查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及时发

现设计方案的各项不足,尽可能的排除

所有施工风险,在保障施工进度的施工

时,为后续施工提供可靠依据。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设计阶段作为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的关键环节,应保障

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为后续施工建设提

供可靠数据依据,提高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同时设计单位要及时发现设计方案

的不足,根据现存问题不断完善施工设

计方案,加大项目监管力度,确保设计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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