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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自古以来我国便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也是我国国

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我国也是水资源极度

匮乏的国家，加强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对于农业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为了保证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减

少水资源的使用，就必须不断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并创

新研发工作，使我国节水灌溉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在提

升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一定的环保生态效益。

一、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术

我国节水灌溉技术在不断发展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

就，目前正在研究和推广的节水灌溉技术有着数10种之

多，每种技术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适用特征。据调查显

示，59%以上的节水灌溉技术已经成熟应用，还有部分

技术需要深入研究，以提升水资源的高效配置，保证农

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总体来说，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

技术主要有4种分类：灌溉方法、输水方法、灌溉系统、

田间辅助。农田水利工程节水措施主要从以下几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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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水过程的节约对策

在我国农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灌溉输水时基本是通

过挖土渠将水送到农田，在目前也有很多偏远山村依旧

如此。这一过程中，水资源蒸发、渗漏、流失的水量较

大，用水效率较低，不利于农田水利的有效性发挥。对

此，可以通过2个方式解决输水中的水资源浪费情况。

第一，减少渠道的渗漏量，提高渠道的防渗能力。通过

修建必要的输水设施，利用干砌块石、现浇砼护面的方

式，设置“三面光”渠道，在渠道输水量较小的时候，

还可以选择“U”型砼渠，以减少水量的蒸发和渗漏。

第二，要减少水面蒸腾作用，可以尝试管道运输的方式

来改善输水损耗。如果喷灌、滴灌和微灌要求比较严格

时，在选择地面灌溉时就需要选择低压输水管。

2.节水灌溉方法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主要是田间配水工作，由于不同

作物根系对于水资源深度要求不同，产生效果也有着很

大的差异。节水灌溉方法主要有几下几种。

（1）微灌

微灌技术主要包括滴灌、微喷雾等方式。通过管道

系统将水输送到需要灌溉的农田处，再通过末级管道灌

水器将作物需要的水以小流量均匀地输送到作物根部。

相较于传统的灌溉方式，微灌能够在满足农作物对水分

需求的同时，以最小的水流量来润湿根部区域土壤，属

于局部灌溉满足作物需求。

（2）喷灌

喷灌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设备，

才能够较好地开展喷灌工作。喷灌一般使用加压水泵和

动力机，或者通过水资源的势能来进行管道输送，利用

压缩力将水经过喷嘴释放出来。建设人员需要将喷嘴均

匀的布置在农田之中，全面覆盖农作物对水资源的需求。

（3）灌溉渠道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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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渠道主要是通过沟渠引水灌溉，但是由于灌溉

过程中，沟渠的渗漏性和蒸发性较强，导致大量水资源

流失，影响节水效果。因此，当前的灌溉渠道防渗主要

是加强沟渠的防渗能力和抗蒸发能力，通过混凝土堆砌、

石头堆砌、塑料薄膜覆盖等多种方式，降低水资源的消

失和浪费，最大程度地提升灌溉渠道的引水效果。灌溉

渠道是一种在我国农业历史上使用最为广泛的灌溉方式，

也是节水灌溉技术研究中的重点攻克方向。

（4）低压管道输水技术

低压管道输水技术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是对井内水

源进行提取，通过建立起完善的管道系统，将水资源运

输到灌溉区域的内部。低压管道灌溉技术的成本较低，

主要作用是将水资源输送到耕地内，是一种常见的地面

灌溉方式，有利于低成本的输送水流。

二、节水灌溉系统制度和田间处理工作

1.节水灌溉系统制度

不充分灌溉方式就是提高单位水量收益的最大化，

传统的充分灌溉方式是通过灌溉来充分提升农作物产量，

但是单位水量收益不足，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因此，

目前在结束灌溉系统中提出了不充分灌溉的理论，也就

是保证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单位水量收益，而不是提升

单位作物产量。尤其是当前水资源紧缺，不充分灌溉有

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而西北地区农作物种植采用漫灌方

式，会使水肥流失严重。再加上漫灌方式会使农田长时

间处于深水层状态，水量较大，影响农作物生长。因此

在肃州区下河清镇和周边农林场13.87万亩地及生态林灌

溉供水过程中，要继续推广膜下滴灌、隔行交替灌溉、

垄畦沟灌等大田节水灌溉技术，不断提升节水效果，在

具体操作中实施分级供水、按量计费，并且做好灌溉预

报制度的完善，将水资源效益最大化。

2.田间节水处理

不管采用何种灌溉方式，都需要做好节水处理工作。

农作物灌溉工作的主要作用是能够保证农作物根系水分

充足，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田间节水处理过程中，

应加强节水制度的完善，推行计量收费和用水精细化管

理，形成节奖超罚的农业用水新机制。

三、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实施要点

1.合理优化水资源配置

我国是水资源匮乏地区，因此农田水利设计人员在

进行工程设计时，需要深入了解当地水资源的分布情况，

对农作物种类做出调查，合理优化水资源配置，保证地

区内农业的健康发展。在进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时，还

要注意当地的生态环境，农田水利工程要与当地自然环

境融为一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农业生产、生活用

水与自然用水科学结合，相关部门在建设节水灌溉工程

时需要做好环境的评估工作，实现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同时保障生态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2.建立起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

建立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有利于带动水利工程

项目的全面发展，是树立良好模式的关键。在建设过程

中，应当突出节水灌溉的节水特点，对节水的各项指标

进行严格控制，对范围内的农田进行分区和连片，促进

农业增产，保障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完美结合。因此，在建设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的过程

中，还要充分吸收当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成功的经

验，不断复制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当地农

业发展。

3.根据生物技术研究调控灌溉技术应用

生物技术的应用能够通过研究农作物生理特征，来

确定农作物对水资源的需求情况，让农作物在各个生长

时期内都能获得充足的水分，在其他时期有效使用存储

的水资源，进而控制农作物遇水疯长的问题，改善农作

物的生产品质，实现农业经济和节水效益的双重增长。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水资源匮乏的国家，

必须要从节水灌溉技术和农田水利工程优化中出发，加

强节水技术的应用，在保证农田生产正常进行的基础上，

缓解当前的缺水问题。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和技术创新，

将农田灌溉和节水技术进行有效融合，推动节水灌溉技

术的使用，保证农田水利工程发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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