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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农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保驾

护航。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田水利灌溉技术也不断发展。在农业技术创造产能的

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保障农田灌溉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节约水资源。

但当前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运行管理存在一些问题,须完善管理措施。鉴于此,本文就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

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管理 

中图分类号：TV9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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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injected strong vitality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level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l, and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 projects has been gradually expanded, which can provide 

sufficient water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by achieving high yield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channel projects,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and rectify the problems in their oper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eet 

the irrigation needs of farm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channel projec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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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证农田灌溉质量是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重要作用之

一,除此外还要实现农田树立灌溉渠道的利用最大化。由于渠道

灌溉工程所使用的设备经常被使用,无形中加剧了设备的损坏风

险,从而对水利灌溉渠道设备的使用效果有所影响。灌溉工程建

立之后会因为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受到侵害和损伤,为保证长期

的使用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维护及科学的管理,以此在保证农田

灌溉顺利进行的基础上,提高设施的使用寿命。但是诸多问题存

在于目前的水利灌溉渠道工程中,包括不限于资源的利用率低等

问题。因此完善维护和管理系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不断地改

进现有的情况,是农田管理的一大要求,也是农业发展的需求。 

1 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进行维护和管理的重

要性 

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进行运行维护和管理,其目的都

是将水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使水资源可以被科学合理地应

用到农田灌溉中。其必要性在于水资源的匮乏,我国的淡水资

源并不丰富,缺水的现象普遍存在,也因此出现了更多的荒地,

已有的耕地也因为水资源的缺乏而产量减少。已有的水利灌

溉渠道工程系统老化严重,维护工作不到位、不及时,出现渠道

堵塞等现象,大大降低了灌溉渠道工程的能效,使其未能达到预

期的效果。 

因此要加强对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真

正的切实有效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使得农田的灌溉效果大

幅提升,充分发挥渠道工程的能效。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出于水资

源缺乏的角度来规划管理,而我国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主要是西

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因此可以选择向上述地区输送水资源,以此

来完善农田的种植环境,进而提高农田的产量和质量,拉升种植

户的经济收益。科学合理的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管理可以有效地

规划水资源,提高利用率。根据具体的种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种植面积和种植品种等因素,依据需求来调整水资源的供应,需

求量大的供应更多的水资源,水资源需求量较小的农作物则供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0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应更少的水资源。如此合理的规划来配置水资源在规范化水资

源的使用秩序的同时,切实有效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2 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管理问题 

2.1维护管理意识薄弱 

在农田灌溉渠道工程应用过程中,部分人员没有意识到系

统维护的重要性,没有进行必要的维护和管理。随着渠道使用时

间的积累,会出现堵塞问题,影响灌溉渠道容量,进而影响灌溉

效果。农业生产人员的素质相对偏低,缺乏灌渠维护的意识,影

响了灌溉渠道管理质量,导致灌渠出现问题。 

2.2缺乏维护管理资金 

目前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涉及多方面

的内容,需要相关人士引起高度重视。在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

项目维护和管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且环节较多,资金投入量较大,而政府所占资金比重相对较小,

仅仅只是占到总资金50%左右,这就导致了工程项目建设缺乏充

分的资金购买配套设施。这不仅对工程项目的整体质量水平造

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还会导致重大的安全隐患问题。 

2.3设施老化现象严重 

早期建设的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在时间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老化现象,为工程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老化现象会限制工程系统的运行效率,对水资源的利用率也

会大大降低,进而使得水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出现问题。资金上的

投入不够,设施得不到更新,使得工程系统出现了老化现象和塌

陷等安全问题。渠道的老化现象会导致水资源泄露,进而使得农

作物不能得到有效的灌溉,建立渠道工程的目的没有达到,农作

物的缺水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这样灌溉不佳的结果使得农作

物的产量减少,生长状况受到很大的影响,种植户的经济收益也

会受到损失。 

2.4相关运行维护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针对当下的农田水利渠道工程运行维护管理,依然缺乏一

个较为完善的维护管理体系,限制了维护管理措施的实效性发

挥。比如当下部分地区为充分发挥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功能

作用,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渠道工程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渠道工

程运行维护管理方法和流程,但由于缺乏统一安排,实际监督力

度不足,导致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管理难以全面落

实到位,有时还出现推诿扯皮、权责不明等问题,导致运行管理

制度难以发挥实效,不利于水利灌溉渠道工程功能作用发挥。 

2.5农田水利灌溉系统投资效益低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农业和工

业用水量不断增大,加之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年平均降水量相

对减少,可利用的水资源不断减少,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用水需求

得不到保障,灌溉系统的建设成本也随之升高。部分建设在偏远

地区的农田水利项目,交通条件较差,严重影响了农田水利系统

的收益状况。水库作为农田灌溉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设

施,在偏远地区不但不能保障农田灌溉工作持续平稳进行,还存

在损害农田和农作物的风险,雨季还存在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

严重影响农田水利系统的生产效率和收益状况。 

3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的策略 

3.1增强管理和维护灌溉工程的意识 

当前农田水利灌输渠道工程中的日常运营中的主要问题是

管理问题,因为是农业灌溉项目,因为难免在工作中要和当地农

民产生密切的联系。然而因为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不高导致农

民对于农田灌溉项目的认识不足,工程管理人员无法和农民针

对工程事务进行有效的沟通。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工程管理人

员制定农田水利工程的相关宣传方案,在日常运营中提高农民

对于工程维护保养的意识,加强对农田灌溉设备的维护保养工

作,在使用灌溉设备之后对相关设备进行检查和养护。只有农民

的相关意识提高了,才能够将农田水利设备的作用发挥到最佳

程度,且能够主动积极地保护灌溉设备,减少工程管理人员的工

作强度,保证工程能够正常运转且延长寿命,实现水利工程对农

业发展的作用,降低工程运转所需要的成本。 

3.2加大维护管理投资,发挥应有价值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中,经济性与公益性这两个特征最

为突出,而要想为工程的持续稳定运行提供保障,仅凭国家提供

的资金略显不足,政府部门也应当将一定的资金投入农田水利

工程中,促进融资渠道与途径的托大,吸引足够的资金用于开展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维护管理工作。同时,工程设计人员在工

程建设阶段中,不仅要保障建设成本能将质量需求满足,同时也

要合理规划工程竣工且投入运行后维护管理工作中涉及使用的

费用,面向资金展开全面且系统的管理,实现各部门资金最大化

地利用,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 

3.3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和体制 

加强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维护管理工作,必须基于特定的管

理系统和体系。加强灌渠工程的运维管理,需要完善的管理体系

作为支撑,以保证农田水利灌溉渠道更好地使用。在完善维护管

理制度时,应制定统一标准的灌渠内容,明确维护管理的责任,

有效提升渠道管理整体工作质量。在完善管理体制方面,要加强

与农业、水利部门的联系,通过制定详细的管理制度,促进水利

灌溉渠道管理体制的完善。相关管理人员应与专业人员合作,

制定专业的灌溉渠道管理制度,明确耕地用水总量。针对用水量

超过灌溉水量的,按照规定进行罚款,超过规范的予以取消。建

立符合市场经济的合理制度,要在农民的承受范围内,且符合市

场需要。有关管理单位要执行严格的定期检查,一旦在检查中发

现问题,必须及时报告,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3.4促进农田水利水库可持续发展 

农田水利水库运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农田水利水库的

可持续发展,而农田水利水库可持续发展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

约和影响,特别是要提高农田水利水库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

重视。在水利建设过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并通过植树造林的方式,做好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此外,

农田水利水库周边建设管理工作也要引起重视,在农田水利水

库周边不可堆放各类垃圾,定期对农田水利水库中水的质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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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验。 

3.5做好农田水利水库维护保养工作 

在农田水利水库运行管理中维护保养工作尤为重要,做好

农田水利水库日常运行维护以及农田水利水库故障维修,才能

从整体上提高农田水利水库质量,确保其运行中的安全性。农田

水利水库管理人员要每天定时监控农田水利水库运行情况,仔

细观察基础设施情况。在运行观测中要着重观测渗流量、库容

量、降雨量以及农田水利水库闸门开启和关闭情况,同时检查机

电设备能否正常运行。 

3.6加强信息化建设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已经在许多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也不例外。将现代

化的信息技术应用于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管理,不但可

提高管理质量,还可对工程的运行情况、健康情况等进行全面监

控。灌溉渠道主管部门可通过构建渠道雨水状况自动测量报告

系统,对渠道水流、水量、水位和沿途局部降雨进行实时监测,

全面掌握输水渠道的运行状态,避免其在实际运行中出现问题。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还可构建图像监控系统和电力环境综合监控

系统,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进行全天候的无死角监控,确保

农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得到全面提升,从而推动我国农村地区

的经济发展阴。 

3.7工程硬件的良好维护 

在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管理中,必须对设备进行实时维护,以

减少外部因素对工程造成的损害。管理部门人员必须针对维修

工作制定完整的计划,并定期检查运行设施。如果在检查中发现

损坏,必须及时修理,防止外部环境对渠道的破坏。维护人员必

须定期清理,以免渠道堵塞限制渠道水流。相关人员要检查渠道

防漏工程,确保渠道内水位在标准值内。如果水位不符合要求,

必须及时维修。 

灌溉渠工程遭遇暴雨后,相关人员必须进行全面检查,及时

净化水体,清除堆积的淤泥。例如,针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存在

的渗漏问题,要制定完善的混凝土裂缝修补方案,确保工程的运

行完整性。相关管理人员要加紧工作,检查工程的密封性。如果

天气降至0°C以下,应停止水流。使用风管时,灌溉渠经常会受

到淤泥和滑坡的影响,在维修中必须及时清理,以有效防止因水

压而引起的管道破裂。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种植业的发展涉及诸多因素,其中水利工程的支

持关系到作物生长过程是否有充足的水资源。农田水利灌溉渠

道工程作为一项基础的民生工程,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想要促使我国农业经济获得更加快速、优质的

发展与进步,便要重点关注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建设、维护

以及管理工作,为农业领域朝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提供保障。有关

单位需要重点针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进行

完善,重点增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与维护意识,为农

田水利工程运行的安全性以及质量提供有力保障,以此来推动

我国农业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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