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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技术与水利工程

浅析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灌溉中的应用

赵文钧

（兰州昌佳数码测绘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在众多的农业技术中，农业灌溉技术与农作物质量和产量息息相关，提高农业灌溉技术是
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从节能环保的角度出发还要求灌溉技术务必遵循节能环保的基本原则，
在满足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基于此，本文将从农业技术不断提
高的角度探讨，从而促进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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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生产的过程来看，水资源非常重要，
引水灌溉是满足农作物生产所需的重要手段，农
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是现阶段农业规模化生产务必
考虑的问题。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工业的快速发
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大量水资源的需求，水
资源短缺的问题在当前社会显得越发严峻[1]。现代
农业集约化发展与大量水资源消耗之间的矛盾已
成为我国农业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基
础上，传统的灌溉模式势必无法沿用到农业水利
灌溉中，只有根据农业生产以及农作物生长对水
资源的实际需求采取科学合理的灌溉措施对其进
行优化，并对灌溉技术进行升级和改善，提升水
利资源的利用以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以下就将
对当前农业水利灌溉中常用的几种新灌溉技术进
行探讨，并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长远发展进行
论述。

1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 
要性

1.1　提高减灾工作效率以及农业收益
在传统小农经济时代，人们往往会在农作

物生长关键期通过引水截流的方式满足农业生产
的需求，通过截断河流、分流引水的方法确保农
作物在正常的状态下生长，同时根据现有农业生
产的拓展，引水量不断增大势必会对河流原生态
环境带来打击。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
不断加剧，自然环境受到破坏，所以自然灾害
经常出现，干旱、酸雨等问题的发生严重阻碍
了现代农业的发展[2]。对此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能在满足农作物正常生长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对农业用水进行科学、
合理的分配，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从而避免由
于治理所带来的伤害成本提高，稳固提高农业 
收益。

1.2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在部分地区和气候下，自然降水难以有效

满足农作物生长对水资源的需求，对此只有采用
人为介入的方式满足农业生产对水的要求。严格
意义上来说以往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土渠并不能
算是节水灌溉，虽然能解决短时间内的用水问
题，但是可能导致水资源的大量浪费。现代化的
灌溉技术是出于减少农户用水成本的需求而研发
的，是一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灌溉水量以及
农作物产量和产值的技术措施，减少水资源浪
费。喷灌、管灌、微灌等技术均属于节水灌溉
技术的范畴，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中水资源 
利用率。

1.3　改善生态环境
因为国内疆土辽阔，所以地理环境等较为复

杂，南方与北方的气候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农
业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也不尽相同。鉴于我国淡
水资源短缺的基本情况，农业生产中就更加需要
对水资源的合理运用。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
区开展农业、林业生产，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能在
保障作物产量的同时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
善环境问题。

2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灌溉中的
应用现状

2.1　管道输水灌溉（管灌）
以往我国农业生产灌溉大多依靠开挖水渠

引水灌溉，不仅会对原河流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运输过程中也会导致大量水资源的浪费。采用
埋地管道进行农田水利灌溉是从20世纪下半叶才
开始的。管灌作为一种代替明渠的灌溉技术，
通过较低的水头压力将灌溉水输送到田间，具
有适应性较强以及输水速度快的特点。自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灌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总
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最初的萌芽起步阶段到
如今的（渠灌区）试验研究与示范阶段，共经
历了七十多年的时间[3]。一直到2015年，全国的
灌溉情况统计显示，国内的农田水利灌溉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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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已经达到1.08×109亩（1亩=666.67m2），其中
采用管灌的面积超过2.688×108亩，管道化率超 
过25%。

2.2　喷洒灌溉（喷灌）
基于我国农业生产地理环境复杂的问题，

喷灌技术的出现有效解决地形庞杂且土地平整度
不高地区农田水利灌溉困难的问题。由于喷灌技
术的适应领域较广，对于水源的适应性程度高，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农业、园林绿化等工
程。目前领域内采用的灌溉系统包含三种类型，
分别是固定式、可移动式以及半固定式喷灌系
统，按照目前农田的区域地形特点以及农户安装
需求自主做出选择。半固定式在我国平原、丘陵
和山地地形的农田水利灌溉中有较广的分布，对
其地面建设等进行拆装移动，首先要避免材料使
用过量，同时还应降低成本，可以提高经济性
以及操作。而根据管道布设和衔接的类型，喷
管系统可设置为梯田灌溉、软管灌溉和微型灌
溉，其中软管灌溉还分为自压喷灌系统和机动喷
灌系统两个方面。就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农业
生产对灌溉技术的研究较为重视喷管系统的研
发、应用以及运维，将其与农业生产领域计算
机技术以及自动化技术进行联合、应用于开发
实现农作物的自动化灌溉，减少人工劳动力。
同时以现阶段广泛使用的软管灌溉系统为例，
由于取材方便，运行和管理难度较低，减少农
户投资，经济简便适合山区小块个体农户生产 
使用。

2.3　滴灌技术
滴灌技术作为一种局部灌溉方法，近年来在

高价值经济作物以及生长水资源需求较少的农作
物生产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滴灌技术的应用
需要技术人员根据不同农作物各生长阶段对水资
源的需求进行个性化特制，降水与各种养分以较
小的流量均匀地传送至土层中以及土层表面。灌
溉系统包含枢纽以及管路等部分，同时根据其流
量调节可对设备等建立系统。近年来我国农业生
产领域对滴灌技术的应用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
是极大地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率。有研究表明其
对水的利用率超过95%，相对于喷灌、管灌等技
术来说，更具环保价值。二是其灌水量较小。基
于其技术特点，灌水的延续时间较长。三是根据
灌溉作物不同生长阶段对水资源需求的差异灵活
调节灌水周期，大多不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同
时充分采用塑料管道直径16mm的管线，将水资源
直接输送到灌溉部位。当然这种技术在应用有局 
限性。

3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
应用优化策略

3.1　加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力度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是发展农业机械

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限于我国庞杂
的农业地理信息，相对于大型平原，部分山地、
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难以大规模推行节水灌溉技
术，传统人工和半人工灌溉模式依然是很多地区
的主流。对此各地政府要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导
向作用，加强灌溉技术研发和推广过程中政府的参
与度，农业生产及管理部门要切实结合区域内农业
生产地形、作物以及技术特点，引进适应性强的灌
溉技术。同时积极在农户中宣传高效节水技术在生
态环境保护、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和价值。考虑
到技术引进和设备采购的成本和技术问题，地方政
府应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的方
式降低技术引进的成本，另一方面拓宽农业生产的
融资渠道，降低农户贷款门槛，通过政府兜底的方
式满足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尽快推动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在我国农村中的应用。

3.2　建立跨行业平台，推动技术多领域发展
基于高效节水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以及生态

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政府需要充分发挥政策
的宏观导向作用，鼓励地方农业与信息技术、自
动化技术以及网络技术产业开展深入合作，通过
政府主导，行业引导，企业、农户参与的方式建
立跨行业技术平台，加强新技术的研发和现有技
术的试点及推广工作。应围绕不同地区农业生产
灌溉的实际需求，建立智能化、信息化的高效节
水灌溉系统。

4 结束语
根据以上各种分析，灌溉工作主要是在农业

生产中省略不必要的环节，研发和应用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因此要不断研发新技术，还要对现有技术进
行梳理，在保证生态环境以及水资源利用最大化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推广节水技术。政府、行业
以及广大企业和农户均需要积极投身到高效、环
保和节能灌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中，将其作为实
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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