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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中对于水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我国水资源严重匮乏,与此

同时水资源也存在着严重浪费。在农田水利工程开展中,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一种水资源稀缺地区的全

新灌溉方法,借助现有的工程设备,结合农田作物的生产需求,完成水资源灌溉的需求提供,该技术的应用

有效地降低了水资源应用的损失,提升农田水利资源的使用效率。鉴于此,文章就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

田水利工程中的运用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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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China has a huge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owever, China's water resources are seriously scar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 serious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 is a new irrigation method for areas with scarce water resources. With the help of existing engineering 

equipment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ion needs of agricultural crops, it meets the needs of water resource 

irrig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loss of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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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保障之一,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压舱石,是百姓生存之本、物质之源,而水资源是贯穿整

个农业的粮食生产载体,合理开发并利用好水资源不仅能够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稳定的水利条

件。当前,喷灌、滴灌、微灌等技术在国内农田水利工程中得

到广泛推广应用,节水效果显著。但是目前我国高效节水灌溉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分析了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在我国农田水利工程中应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

应的优化策略。 

1 农田水利工程简述 

农田水利工程顾名思义,即是为了农业生产生活服务的对

水资源进行管理和调配的一项工程,它对于农业的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农业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收入占比的

重中之重,随着时代变革,农田水利工程也一直不断的发生变化,

从政府为主要主导者到现今农户百姓为农业主体,从手工式的

播种收割到如今的科学技术为劳作载体。 

但是农田水利工程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体系,离不开政

府的资金支持,也离不开专业人士的深入研究。因此要保证农田

水利工程的顺利施行,需要政府和农户协同合作,保证技术资金

和经验理论的相结合,帮助创建一个良好的农田水利生态,发挥

农田水利工程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2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概述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总数多,对粮食的稳定供应提出了

较高要求,因此必须通过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及现代化机械设备,

为提升农业产量提供技术支撑,而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也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为农民带来更为可观的经济收入。我国应该实现

农业技术的快速推广,应该在广泛的农村地域内加大新农作物

的投放,提升农民利用现代科技发展农业的意识；同时创新农业

灌溉模式,利用灌区渠系砌护、维修、改造、续建等手段,完善

骨干和末级灌排体系,并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加大田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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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施建设力度,规模化推进管道灌溉,推广喷灌、滴灌、微灌

以及绿色一体化精准高效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灌溉效率效益。但

事实上,当前农业技术推广及灌溉体系建设并不完全成功,这首

先源于农民自身意识不到位、对新兴科技的了解不足,不敢大胆

尝试新的科技产物,在农技推广方面的积极性有待大大提升。再

者,国家在该事业范畴内并未形成严格的法规监管和科学的政

策引导,许多农民并不知道如何利用政策优势发展产业,使得农

技推广面临一定阻碍。 

3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 

3.1农民缺乏节水意识 

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思想认识落后,一直延续

传统农作模式。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农民习惯采

用传统大水漫灌方式对农田进行灌溉。这种灌溉方式很容易导

致渗漏、地下水位上升和盐渍灾害,且水资源浪费严重。一些地

区的农民认为我国可供使用的水资源量很大,灌溉用水占水资

源总量的比例很小,未意识到我国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对节

水灌溉不重视。 

3.2机械化推广不全面 

在现代农业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更多机械化农业种植技

术得到广泛运用,农田水利节水技术得到良好运用。但是我国地

域广阔,农业机械化普及还不够全面,很多地区农户还在采用传

统农业种植技术开展生产工作。由于缺乏明确节水标准与要求,

农户对节水新技术认识不足,在农业种植中存在水资源浪费现

象。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大力推行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

应用,使更多农户能够掌握节水灌溉技术。 

3.3灌溉管理工作缺乏制度保障 

农田水利工程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个高效完善

的管理制度保障水利管理过程顺利进行,鼓励水利工作人员遵

循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工作,避免灌溉工作程序混乱。由于我国

实施农田水利工程的时间还相对较短,尽管引入了节水灌溉技

术的相关制度,但是还无法完全贴合我国的风土人情,也不够完

善,细节还存在很多缺陷,导致在日常实施灌溉技术的时候会发

生很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农业日常生产活动的进行。而且由于农

户没有相关的节水灌溉技术知识作为理论基础,也没有相关管

理制度作为约束,导致很多农户无法掌握适当的灌溉时间和灌

溉技术,也无法结合农田和农作物的实际情况进行灌溉,缺乏完

善的相关制度保障很容易导致在日常农忙中出现问题。 

3.4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不合理 

选择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时,必须考虑本地农业发展实际情

况。然而一些节水灌溉工程施工前,设计人员没有到现场进行认

真调查,也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致使节水灌溉工程与当地农

业生产实际严重不符,导致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趋于形式

化。如果选择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不合理,不仅会增加灌溉工程

施工费用,而且会使灌溉工程的实际应用效果远远达不到预期

目标,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3.5资金实力不足 

由于新技术的运用本身具有一定的资金要求,对其进行大

面积推广就更离不开资金的强有力的支撑。并且,我国农村地区

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存在巨大差异,农村用于农业灌溉技

术推广的资金可能不足,这就要求大量的政府拨款,政府财政支

出不得不因此面临较大的压力。除了资金不足问题外,灌溉技术

推广经费的分配也有不科学之处,当前专用于技术推广的费用

占比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员经费所削弱,二者的增长比例严重不

协调。 

4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运用措施 

4.1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使用 终需要落到农户个人身上,由

于我国大部分农户文化水平较低,技术类知识匮乏,很多农户无

法正确应用节水灌溉技术。为此,农业管理部门应注重农民的技

术培训工作,可以建立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定期对农民开展滴

灌、喷灌、微灌等技术的培训活动,将技术的使用技巧和方法传

授给农户,使农户在具备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技术操作,能够

取得更好的实践效果。同时,培训中心的建立还为农户咨询技术

问题提供了平台。管理部门可以设置技术咨询窗口,农户在技术

应用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到此窗口进行反馈,由专业人员进行

解答和指导。为了准确把握农户对灌溉技术掌握情况,农业管

理部门还可以定期对农户的技术操作规范性进行评估,对技

术掌握不熟练的农户进行针对性培训。农民灌溉技术培训力

度的加强有利于推广和普及灌溉技术,使农户愿意接受并应用

节水技术。 

4.2提高新兴技术推广和运用 

在新时代发展下,为了快速实现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灌溉技

术的发展目标,有关技术人员要深入探究新型灌溉技术,对高效

节水灌溉技术在整个工程项目中的实际运用大量推广。通过运

用新型灌溉技术,可以促进我国农业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与

此同时还能将灌溉的效果提高,节省更多水资源。而政府部门同

样要重视这些新型灌溉技术,针对这些新型节水灌溉技术提出

有关政策支持。使其能够广泛运用和推广,通过应用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实现理想化效果。除此之外,有关人员以农田实际情况为

基础,主动给予灌溉技术一定指导和选取掌握这些新兴技术运

用要点,加强农业生产者的实际操作水平,使农作物生产用水需

求得到满足,提高农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4.3树立科学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管理模式 

在对农田水利工程进行经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一定要树

立起一种科学的管理理念,构建并健全一种对农田水利灌溉的

经营方式,只有如此,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理念与现代农业的发展

能够保持一致,在这种科学的经营理念的指导下,对农田水利进

行灌溉,将会让农业发展的效益更加显著。在现代发展中,注重

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所以在对农田水利管理系统展开计划

的时候,应当始终贯彻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构建出一套奖励和晋

级机制等,从而让农田水利灌溉的管理变得更加的科学、合理

和人性化。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管理人员的



水电水利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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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工作热情,提高他们对农田水利的管理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农

业的发展。 

4.4统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 

传统农作观念中,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农田水利工程主

要是针对水井的数量和水井的深度做出处理,通过扩大水资源

的来源保障水资源的充足,维持农作物的基本水资源需求。但是

这种方式与节水灌溉的理念相矛盾,没有增强水资源的利用率,

反倒因为水资源的充足而对水资源的使用不加以节制导致浪

费。因此在日常利用水资源以及统筹节水灌溉技术时要综合考

虑保障农业生产和节约水资源两个方面,将水资源的使用和农

业经济带来的净收入相联系,并结合农户的劳作报酬,多角度思

考,设计出高效的完善的节水灌溉技术,保障农田水利工程正常

进行。只有一个良好的统筹节水灌溉技术,才能真正更改以往传

统的灌溉理念,探索新型的节水灌溉方式,在维持正常农需的同

时尽可能降低水耗,使节水灌溉技术效用 大化,完善田间水资

源以及其它资源的功能配套,充分发挥已有技术人才的技术才

能,保障农田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 

4.5加大扶持力度 

现阶段农村经济技术条件比较薄弱,而高效节水灌溉设备

造价昂贵,更加趋向于在集中连片大型灌区、规模化生产大型农

场等应用。大面积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农业产业,主要是经

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其他作物应用较少。为此,需要政府部门在

政策和经费上予以支持。一是推出普惠农民专项低息贷款品种,

提高支农惠农贷款额度,资助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二是加大

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对于主动应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可

给予适当优惠与奖励,提升农户的积极性；三是政府部门应对现

有的灌溉技术进行不断改良,积极引进新兴技术,增加专业技术

人才的引进,建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确保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 

4.6优化节水灌溉设计 

水工程设计过程中,为了确保设计有效性,需要提供相关证

明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保证这些人员设计内容从实际方面着

手,其中设计报告中还要包括设计用到的具体环境和成本、后期

使用中所产生的实际效益等。通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约束设

计师,督促其脚踏实地开展工作,以免跟实际脱轨,给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导致社会资源出现浪费。在农田水

利工程中运用新型灌溉技术,需要把渠道运输水资源当作一种

重要方法,而这种方法常常会出现渗水严重以及稳定性差等问

题,如果发生渗透,就会造成一半以上水资源在运输过程中浪

费,所以通过渠道设计对水资源进行运输是促进节水工程发

展中急需处理的问题,有关部门可以发动各自区域人才对于

这个问题全面分析,加强渠道防渗工作,将水资源运输效率和

使用率提高。 

4.7完善基础设施 

在使用节水灌溉技术时,需要使用到很多的基本设备,包括

管系、压力设备、机泵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辅助设施等。

通过对这些基本设备进行改进,为各种新型节水灌溉技术的推

广提供坚实依据。特别是在创建示范基地时,要保证基地的各项

基本功能能满足实际需要,让农民认识到节约水资源的好处,通

过加强对示范基地的辐射和带动效应,让更多的农民加入。 

5 结束语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实结合高效的节水灌溉技

术,明晰节水灌溉技术和农田水利工程的概念,了解现有灌溉技

术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统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加大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推广力度,保障资金来源。因地制宜监测,优化农业种植

结构；采用信息化管理,完善节水管理措施等多种方式提高水资

源的利用效率,形成人与自然、自然与科技的相辅相成、共同发

展的良好生态,推动农业智能一体化的形成,创新高效的节水灌

溉技能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并保障粮食收成以及农户基于粮食

种植的收益,在实现环保意识的宣传过程中推动社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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