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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国

家要加强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农作物的生产最重要的

需求就是灌溉,合理的灌溉会提升产量,不合理的灌溉不但

会造成大量水资源的浪费,还会影响到灌溉效果。农业水利

工程的发展既能够提升灌溉效率,还可以节约水资源,对于

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农田水利的高效灌

溉技术,为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提供参考。

1现阶段农田水利工程在灌溉中出现的问题

1.1浪费水资源

从灌溉技术上看, 农业水利工程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很

多先进的灌溉技术, 在节约水源和提升灌溉效率方面发挥

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其应用范围少,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的

农村地区,很少应用先进的灌溉技术,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

比如灌溉设计不合理、盲目灌溉等。水利部门与农业部门缺

少有效的沟通, 在水资源灌溉的工程设计方面缺少实用性,

对灌溉数据分析不够彻底,使得灌溉的水资源需求大,灌溉

效率低,增加了农业发展的成本。

1.2缺少灌溉管理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目的是促进农业作物更好的成

长,从而提升作物产量,但不科学的灌溉方式会影响作物的

产量提升,因此对灌溉技术的管理非常重要。水利部门在进

行灌溉设备建设时缺少实地考察, 设备投入是没有对农民

进行培训,灌溉时缺少的技术监督,使得农民对灌溉设备应

用不熟练,各项操作不规范,影响了节水灌溉技术的发挥效

果。水利部门要加强灌溉技术管理,规范其设备的建设和投

入,增加管理人员和技术培训,提升灌溉管理效果。

1.3灌溉技术与作物不匹配

随着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逐渐重视灌溉对作物

生长的重要性, 希望利用高效灌溉节水技术来提升作物产

量,同时减少人力灌溉的工作量,但不同农业作物适合的灌

溉方式不同,统一灌溉的方式往往效果比较差。有些灌溉技

术适用于密集植物的灌溉, 有些技术适合生长疏松的作物,

因此灌溉需要根据作物的生长特点和耕种方式来选择。大

部分农民对节水灌溉技术缺少足够的认识, 加上水里部门

缺少灌溉技术的培训,使得灌溉技术的应用效果差。

1.4灌溉不科学

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是水库, 但不合理的水库资

源调动会影响节水灌溉技术的正常应用, 很多地区的水资

源调动方式不科学, 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灌溉区域内水资

源缺少的问题, 因此水利部门要合理规划水资源的调度,提

升节水灌溉的作用。仅从传统的节水灌溉而言,现阶段农田

水利灌溉已经采用了新型灌溉技术,比如滴灌和喷灌,但缺

少更深层次的分析,缺少对灌溉量、灌溉时间的科学规划,仅

给予定时、定量的灌溉,影响灌溉的效果和作物产量。

2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及优缺点

当前我国农业上进行高效节水灌溉时主要应用的灌溉

模式有喷灌、微灌和滴灌,这三种灌溉方式根据特点的不同

也细分为不同的灌溉形式。喷灌有平移式、中心之轴式、绞

盘式、半固定管道式和固定管道式等,管道式喷灌根据管材

材质的不同又分为涂塑软管式和铝合金管道式喷灌等。

2.1喷灌

中心支轴式喷灌：国内最先进的喷灌技术,其有点是操

作简单方便、自动化程度高、占地面积小、灌溉质量好等,适

用于隔离地理环境的露天作物灌溉, 其使用年限长达 15

年；缺点是适用于平原灌溉,在灌溉区域内没明显的障碍物,

比如林、沟、坟等,需要将地块集约在一起,在边角位置存在

着漏喷情况,首次灌溉资金投入较大。

绞盘式喷灌：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喷洒好等

特点,使用年限为 10年左右,一次性资金投入会少于中心支

轴式喷灌,缺点是对于机械动力的要求较高,仅适用于低杆,

作物的全期灌溉和高杆植物的幼苗期, 并且需要库房在存

放灌溉设备。

移动管道式喷灌：灌溉耗能和成本低,占地面积小,喷灌

设备易于保存,但其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来帮助灌溉,在灌溉

过程中会损坏农作物,设备的使用年限仅有 5年等。

2.2微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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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能够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发挥农业灌溉、提升产量的目的。本文分析

了现阶段农业灌溉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优缺点,提出加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对策,为农业发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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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灌的节水效果比喷灌好,但其投入较多,比较适用于

经济收益高的农作物灌溉, 特别是现代化设备耕种的农田

灌溉应用效果更好。微灌的灌溉特点是灌溉均匀,用水量少,

灌溉运输水资源采用管道运输,有效避免蒸发和渗漏现象。

微灌可以根据农作物的用水需要给予针对性的灌溉, 对于

水资源的利用率提升, 并且可以精准控制每个灌水器的灌

溉量,提升灌溉的均匀度。

2.3滴灌

滴灌适用于蔬菜、果林等高精度灌溉的作物,其灌溉最

大的优点是节水,不会出现过多渗透和蒸发,根据作物的生

长需要进行供水,节水效果更好；耗能和工作压力低,直接滴

灌在作物根部,保证了灌溉均匀。但设备的投入较大,设备使

用年限一般为 5年,需要较长的灌溉时间。

3加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的对策

综合各灌溉技术的优缺点, 根据农业灌溉的实际需要

选择最佳的灌溉方式, 并将管道输水和渠道防渗应用在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中, 从而提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效

率。

3.1管道输水和渠道防渗

农田水利工程中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重要体现就是管

道输水和渠道防渗。传统农业灌溉中应用的灌溉渠道都是

人工挖掘的土路,受土质因素等影响,渠道渗透的现象非常

严重,由此造成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高效节水灌溉发展中,

首先要避免渠道渗透的问题,改变传统的土路渠道,采用泥

浆块石来建造防渗的渠道,节约灌溉水资源。水资源在输送

过程中的蒸发问题也是导致水资源浪费的关键因素, 因此

要减少露天运输,选择管道输水的方式来减少蒸发量,实现

节水目标。

3.2积极应用先进灌溉技术

灌溉技术的选择也影响着节水效果, 先比传统的漫灌

方式,无论是喷灌还是微灌均能够发挥良好的节水效果。喷

灌需要机械提供压力, 在灌溉区域内设置一定数量的喷头,

在大规模的平原作物灌溉中发挥了非常好的效果, 喷灌相

比传统的漫灌能够节约 30%~50%的水资源。微灌的优点是

节水效果好,但其对于灌溉的时间要求长,需要较长的灌溉

时间才能达到预期的灌溉效果。微灌的灌溉方式比喷灌的

节水效果更好, 同样的灌溉面积, 微灌的节水量高达 60%

~80%。综合比较各灌溉技术的优缺点,根据作物的灌溉需

要来选择,调节灌溉面积、时间和用水量之间的关系,提升节

约效果和灌溉质量。

3.3更新节水灌溉理念

传统农业灌溉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

量, 这种灌溉思想和灌溉制度使得水资源被大量的浪费,因

此在节水灌溉技术改进中, 首先要转变传统不充分的灌溉

方式和理念,转向提高产量而不是最高产量,建立全新的灌

溉技术,达到节约水资源的目标。

3.4田间灌溉节水控制

除了应用适合的灌溉技术, 田间灌溉节水处理技术也

是灌溉节水控制的重点内容, 其目标是延长土壤的存水时

间,从而减少灌溉的次数,达到节水的效果。灌溉后土壤中的

水分一部分被作物吸收,还有一部分被蒸发,因此要采用有

效的措施来控制田间水分蒸发。当前应用最普遍的田间节

水措施时利用麦秆覆盖在土表层,减少土壤中的水分蒸发。

4结语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必须资源, 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

灌溉,为了提升农作物的经济产量,农田水利部门要加强高

效节水灌溉技术的管理和应用, 根据不同地区的作物需要

来选择最佳的灌溉方式,达到高效、节水的灌溉效果。传统

的农业灌溉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 农业部门要加强对节水

灌溉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应用各种先进的灌溉技术,促进

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卿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

用[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7,(24):97-98.

[2]张惠莲.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J].农业工程技术,2017,37(11):32-33.

[3]张贺.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7,(10):259-260.

[4]李融雪.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与

技术要点探索[J].建筑知识,2017,37(01):121.

[5]马依拉·卡地尔.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的应用研究[J].珠江水运,2016,(22):66-67.

[6]麦热燕·肉孜.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

发展与应用[J].南方农业,2016,10(12):239+241.

[7]王焱,王德玉.农田水利工程中高效节水灌溉的技术

分析[J].北京农业,2015(15):186.

[8]杜红田.对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探讨

[J].科技与企业,2015,(09):91.

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