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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在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应强调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的协同配合。其中,渠道设计

作为灌溉排水工程的关键环节,需着重考虑各项参数的优化,诸如渠道结构选型、断面型式确定以及防渗

措施选择等。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重视管理任务指标的落实,通过对施工现场进行有效管控,确

保各项水利工程的整体质量。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农田水利工程、沟渠规划及建设管理的概念范畴进行

界定,进而深入剖析农田水利工程在设计与施工管理层面的技术问题,提出有效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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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between project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mong them, 

channel design, as a key link i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projects, needs to focu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various 

parameter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channel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of cross-sectional type, and selection of 

anti-seepage measures.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task indicators. Through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variou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ensured.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scop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hanne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then deeply 

analyzes the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poses effectiv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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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农田水利工程体系中,水利渠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在渠道规划与设计时,需将末级渠系作为核心要素予以重

点关注,积极采纳分布式设计理念,并强调设计与建设质量的协

同提升,以此全面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整体效能。在施工管理实

践中,应以确保工程效益为核心要点,将工程施工质量控制作

为关键手段,在具体施工工艺、细部把控、病害处置等维度做

好规划。 

1 农田水利中渠道设计与施工管理概述 

农田水利渠道设计是针对水利灌溉和排水工程进行的设

计工作,它涉及渠道定型断面、渡槽断面和装配式渠道等不同

结构[1]。在具体设计过程中,要注重灌溉参数、泄水率和数学功

能模型的建立,并注重对渠道设计的可行性研究。 

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施工管理作为核心环节

贯穿始终,其渠道施工实施过程需要从任务承接阶段持续至竣

工验收阶段。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核心在于围绕既定施工目标

和实际作业环境,全面统筹各项生产事务,以保障工程建设的整

体质量与成效。 

2 农田水利工程渠道设计与施工管理存在的问题 

2.1渠道设计方案不达标 

现有水利设施的竣工状态揭示,当前水利工程建设环节依

然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表现为：统筹规划不足、设计方案与实际

需求存在偏差,以及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进一步论证。上

述问题共同构成了制约水利设施建设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由

于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渠道规划方案,整个水利项目因此陷入

困境。首先,考虑到水利部门所掌握的财政资源存在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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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小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常采取地方自筹自建的模式。然而,

因缺乏严谨周密的渠道规划设计,造成农田水利工程的整体建

设质量难以达到预期标准。其次,现有渠道方案设计缺乏必要的

质量管控机制。由于渠道设计属于前期准备工作,在后续工程实

施阶段往往忽视对其质量的监督与把控,进而导致设计过程中

整体考量不足,最终造成渠道设计方案与既定质量标准不符的

现象。 

2.2缺乏设计资金投入 

资金匮乏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灌溉排水渠道优化

设计构成严峻挑战。渠道设计是一项涉及结构稳定、水力断面

选取、防渗处理等多要素的系统工程,在此关键阶段,资金投入

不足势必会对渠道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首先,

整个农田水利工程项目所需资金规模庞大,为提升施工整体成

效,较多资金被投入施工环节,最终致使渠道设计环节资金投入

匮乏。其次,部分区域的资金支出规模持续削减。农田水利工程

的筹资渠道较为单一,受制于地方建设的经济开支压力和渠道

建设成本管控要求,在渠道设计环节往往将费用压缩至最低限

度,这致使在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进程中,可行的设计方案难以付

诸实施。 

2.3设计人员能力与规范化设计问题 

就当前渠道设计状况而言,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设计人员

的能力以及规范性设计。一是缺少标准化的节水设计规范,在渠

道设计过程中,应依据相关文件,对统一的节水指标予以规范。标

准化设计规范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灌溉渠道节水效能的实现。在设

计实践中,工程技术人员往往依赖经验性判断来确定技术应用

的合理性,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设计方式,最终导致节水理念仅

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灌溉节水效果[2]。二是专业

缺乏人才。现阶段我国灌溉渠道系统在规划设计层面存在技术

支撑不足的问题,加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革新进程相对

滞后,限制了节水渠道建设的实际效能。 

3 农田水利渠道工程优化设计措施 

3.1流量设计 

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的修建是为了满足农田灌溉的需要,因

此,在实际的渠道设计中,相关设计人员必须对水量进行严格控

制,并对农田灌溉、水渠等的损耗作出精确计算。在进行输水管

道设计时,应根据灌区农田生产的具体需求,对渠道流量进行细

致计算,为输水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而且,还需对水利工程的

实际状况进行综合考量,以保证输水量与工程施工要求相匹配,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渠道利用率,延长其服役年限。根据区域农业

规模的变化,预测相应的灌溉流量,大幅提升渠道总体品质,提

升对农业生产变动的适应性。 

3.2防渗设计 

强化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的防渗性能,能够显著提升灌溉区

域的水资源利用率,进而减少水资源损耗。渠道的防渗性能是影

响其整体质量的关键因素,若防渗能力不足,则渠道在投入使用

后易产生安全隐患,对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故而,在渠道防渗设计的实践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应对工程所

在区域的地质特征、气候条件等基础性因素进行深入调研,并立

足于具体的实际情况,实施系统性的分析与计算,在获得较为精

确的分析结果之后,需对既有工艺流程、相关技术以及勘察结果

进行验证性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具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从而提高整体工程项目的防渗性能。同时,针对特定区域的独

特性质,设计人员应审慎选择适宜的防渗材料、施工工艺及结

构形式[3]。 

3.3断面设计 

依据断面延伸方向,渠道断面可被归纳为横断面与纵断面

两种基本类型。在渠道断面设计的实践操作中,设计人员必须在

确保渠道内水流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保证设计流量与水流过

水面积之间精确匹配。此外,对渠道纵向坡度和水力半径等相关

数据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提升渠道设计的可靠性,并为优化施工

工艺和降低投资成本提供依据。 

4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策略 

4.1构建完备的施工管理制度体系 

通过系统性剖析节水型渠道设计体系发现,其技术应用层

面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具体而言,设计人员的专业素

养与综合能力,以及行业标准存在较大差距,这种能力缺陷直接

导致设计方案无法达成预期的节水效果评估指标。首先,构建建

筑管理体系的整体架构,该架构的搭建应当以项目管理目标为

导向进行系统性规划。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框架,不仅能够为建

筑部门提供明确的工作指引,同时也为管理者确立了规范化的

管理准则。在此基础上,施工监理人员在施工现场的各项管理工

作得以实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4]。其次,在项目框架体系构建

完成后,需进行精细化补充与完善。通过施工监理部门、工程管

理部门及项目管理团队的协同论证,针对施工人员违规操作现

象及现场安全隐患等关键问题,制定系统化解决方案,并有序推

进具体实施细节的规划与落实。 

4.2精细化的施工组织设计 

首先,编制具体的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过程、工艺选择、重

点控制项目、建设资金等,并对每个阶段的作业程序及质量要求

进行详细说明。如在渠道工程中,为保证土体的稳定性,可采用

分层开挖的方式,促使各工艺平稳实施。其次,合理配置建筑资

源,按照工程量的估算,完成工程组织设计,编制不同专业施工

人员名册,配备挖掘设备、自卸车、精密测绘仪器等施工设备,

提前做好工程造价规划与预算编制,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把握工

程建设的基础支撑条件。 

4.3严格的施工进度控制 

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对工程进度进行监控,是保证工程按期

完工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促使资源分配模式优化、提高整体效

益的重要途径。从施工进度层面考虑,对施工过程进行整体规划

和管理。首先,对项目总体要求进行详细规划,确定各个阶段的

工程重点及预计工期。为使项目的管理更加精细,还可将项目进

行分解,设置月度、季度工程建设目标,完善不同阶段的工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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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衔接工作。其次,应坚持定期召开施工进度会议,并将其作为

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会议并非仅局限于对上一周或上一月施

工进展情况进行回顾,更为关键的是,其能够迅速察觉并处理施

工过程中所出现的进度偏离状况。在遇到无法预料的天气因素,

土方开挖作业受到影响,应及时对工艺次序作出调整,对各类资

源作出有序分配,并合理布置施工内容,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时段,

紧凑推进工程建设规划,确保项目顺利进行,消除外界干扰带来

的工期延迟情况[5]。 

4.4构建全面质量控制体系 

在工程实践中,如何提高工程质量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此,

需要依照相关规范进行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确保各项参数符

合规范要求。为实现全过程质量监管,专门设立品检员,完成对

原材料、施工工艺及成品品质的检验。例如,在对混凝土强度检

测方面,对每一批次混凝土进行至少三次的强度检测,确保每次

浇筑工艺都能达到设计要求。同时,对于检验过程中发现的品质

缺陷,秉承“一经发现,彻底查处”理念,确保所有的问题都能得

到及时、有效地处置,以构筑闭环的质量控制体系。 

4.5系统实施安全管理 

构建建设工地的安全监测体系,在各个区域布设监测摄像

头,并与常规安全检查结合,对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作出及时判定,

采取适宜的整改措施。同时,编制针对施工人员的安全培训方案,

并开展相应的安全教育与训练活动,使相关施工人员掌握施工

技能及紧急情况处置技巧。借由设立安全警告标识,配备个人安

全设施,使事故发生率大大降低。 

4.6优化环境管理 

第一,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当下,建筑工艺技术持续发

展,在日常建设环节,施工人员应对施工机械设备进行改造,尽

量减少机械工作时的噪声,防止噪声污染的出现。对于工作噪声

较大的设备,必须设置适当的隔音装置,并对施工工期进行合理

规划,尽量减少设备操作对周围住户的影响。同时,建筑企业也

应针对建筑噪声带来的危害进行全面管控,如果噪声超过相应

的建设标准,就必须启动有效的整治计划[6]。此外,还应在一定

时间内对施工车辆进行合理调度,规划好交通线路,尽量远离居

民区,尽量减少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第二,实施周围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在工程建设期间,可临

时占用周边道路、耕地或闲置房屋。在建造完成后,必须尽快修

复环境原貌,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态平衡。对于渠道沿线的生态建

设工程,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边坡保护措施,使沿线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要在最短时间内对施工现场

进行清扫,主动复原占用工地。此外,在项目完工后,还需在工地

区域采取绿化措施,减少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5 结语 

综合上述,农田水利建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应在渠道

设计、施工管理、技术应用等各个环节上,采用最新的工程建设

思路、施工方案完成各项工作。为了更好地推动农田渠道工程

的开展,需要对各项工作进行细致部署,采取先进施工技术,提

高工程效率。在渠道设计方面,注重运用节水工艺,并运用科学

的管理方式完成施工监管工作,对灌溉渠道施工方案进行重新

设计,并与实际施工的活动联系起来,以此提高整个农田水利工

程的建造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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