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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态修复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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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田水利工程作为农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农田生态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在以保护耕地、维

护粮食安全为重点，农田水利建设投入逐步增加，为实现抗灾夺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以粮食安全为基础，生

态安全为底线新的发展形势下，固有的农田水利建设对农田生态系统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需加强生态修复在农田水利工程

中的应用，以改善农田生态系统质量。文章首先就农田水利工程现状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结合现有生态修复措施提出生态

修复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路径，最后针对生态修复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的应用提出几点针对性策略，望对改善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促进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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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farmland ecosystem,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farmland 

ecosystem. Over the years, with the focus on protecting cultivated land and maintaining food security, investment in farmland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disaster resistance and harves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aking food security as the basi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as 

the bottom line, the inheren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as also had som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farmland eco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farmland ecosystem.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icienci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roposes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asur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everal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oping to help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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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去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以便于生产、提高耕地

产量为主要目标，这对局部区域有针对性的进行规划治理，

导致区域区片化问题突出，同时也有水系不畅、生态廊道

受阻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健康

发展造成影响，因此，为了能够实现农田生态系统健康有

序发展，采取生态修复技术以实现农田水利工程生态化。 

1 农田水利工程现状 

1.1 规划不全面，整体性不足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规划设计需在充分了解实地情

况，因地制宜，提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方案，以解决实

际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多服务于农田生

态系统，以提高耕地耕作效率和产能为目的，规模相对较

小，工程任务量较少。在规划设计中有设计人员仍采用陈

旧的规划理念和方法，已解决某一特定区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忽略了治理区在整个大的区域、

流域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导致部分农田水利工程在后期

不能发挥其作用，反而对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生

态服务功能造成破坏。这不仅不利于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

同时陈旧的规划设计方法也不能调动工作人员的激情，没

有创新兴趣，影响新型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1.2 新技术应用不足，工程质量成本高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原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已不能满足人们

的需求。多年来，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为提高田间水利

用率，对现有沟渠进行裁弯取直或采用混凝土砌护，以降

低渠道水量损失，提高田间灌排水能力。这一措施虽然提

高了田间水利用率，但由于人为调整主要沟渠水系走向，

不仅影响水流流速，同时也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同

时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为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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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路相通”的标准化耕作景象，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配

套相应的田间道路和林网，这些工程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占地面积，同时也影响农田规模化生产。在大量的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缺乏新型技术的应用，渠系、道路的

硬化不仅成本高，还破坏了原有农田生态系统的平衡，不

利于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不利于长远发展。 

1.3 资金需求大，筹措渠道单一 

农田水利工程作为农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单

个工程项目建设内容简单，但由于农田水利工程是一项持

续性工作，仍然需要投入充足的资金。只有保证资金投入

充足，才能够确保各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能够顺利开展。

但由于受相关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在实际工程

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投入不足，不能够满足工程建

设需求的问题，尤其是资金筹措方面，主要以国家和地方

政府专项资金为主，缺少涉农资金整合使用及社会资本的

参与，这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进程、建设质量都有一定

影响，难以发挥其应有工程作用。 

1.4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不完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机制

也在不断的完善，但多针对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从国家、

地方政府及大型企业结合水利工程特点等提出不同的管

理机制和管理模式，但对于与农民利益紧密先关的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没有完整的管理机制，按照“谁受益、谁管

理”的原则，多以工程使用方进行管理维护。由于缺少考

核机制和管理模式，致使农田水利工程在运行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影响工程作用，同时也为地方发展

造成影响。  

2 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路径 

2.1 土壤改良技术 

作为植物生存的基础，土壤改良属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中生态修复技术应用关注的重点，土质理化条件、场地土

壤性质直接影响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效果。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往往会伴有土方开挖工程，土方开挖导致土壤保肥保水

能力降低、贫瘠多盐也将最终导致土壤退化。转换表土法、

土壤 PH 值改良法、施肥改良等都属于较为典型的土壤改

良技术。以土壤 PH 值改良法为例，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中，首先对土壤的 PH 值进行测定，然后借助化学的修复

手段来对土壤 PH 值进行改良，通过化学反应、酸碱中和

等过程，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离子，从而达到改善表层土

壤质地的目的。对于土壤 PH 值较高的酸性土壤，可在土

壤中放置碳酸氢盐或石灰等弱碱性物质来中和土壤的酸

性，即调节土壤 PH 值，又可以增加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

量，还能促进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但对于 PH 值过低或

酸化时间较长的土壤，应少量多次施用碳酸氢盐或磷矿粉

等物质，将土壤 PH 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也能逐渐

提高土壤肥力。 

2.2 生态型沟渠建设 

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沟渠建设对区域地形地貌和

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为提高农田水利工程质量，

降低工程建设对区域地形地貌的破坏，加强农田水利工程

生态化建设尤为必要。在工程建设中结合生态学理论，在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针对田间沟渠设计需要增加其持留、

传输和净化能力，同时考虑地形条件、水文、土壤及植物

类型等因素，通过采用土工生态袋、植草护坡、连锁式混

凝土预制块防护等生态型结构形式，对田间沟渠水系进行

治理，一是生态型结构形式可以确保沟渠边坡的稳定性，

防止沟渠岸坡冲刷破坏，二是采用生态型沟渠结构形式可

减少水分蒸发，调节沟渠内水流流速，同时为水生动植物

提供舒适的栖息场所。 

2.3 生态道路建设 

为提高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中需配套田间道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田间道路多以

混凝土硬化路面和土质路面为主。土质路面不利于现代农

业生产需求，道路硬化虽然方便农业生产，但过度硬化导

致土壤封闭，不利于种群间相互交流。因此在工程建设中

要合理布设田间道路，以降低道路密度和道路硬化率，通

过采用泥结石、砂石路面，减少土壤封闭性，增加植物种

群间的交流，同时根据农作物类型，在道路两侧建立缓冲

带，防止道路冲刷的同时增加道路两侧景观效果。 

2.4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技术 

随着农田生态质量的不断改善，农田生态系统除拥有

丰富的植物外，还有较多的两栖动物及鸟类。因此在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前除要考虑工程建设整体性、系统性外还要

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重要因素。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前，对周边农作物、植物等生长情况进行调查，以方便在

规划方案合理布局，其次对周边蛙类、龟类、鸟类等动物

进行调查了解，根据动物种类及生活习性，在农田水利工

程中合理设置栖息地，尽量为这些动物创造舒适的栖息环

境，以促进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农田生态服务功能。 

3 农田水利工程生态修复策略 

3.1 优化规划设计流程，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任何工程的开展都离不开完善的规划设计，农田水利

工程的建设也不例外。首先要优化完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规划工作流程。良好的设计方案需要充分的实地调查和分

析，因此在项目规划前期要加强实地调查，并对现状条件

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社会、经济、生态

等条件开展规划方案的制定，并将农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的理念融入到规划设计中，促进生态型农田水工程建设，

同时强化规划方案审查流程，以确保方案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其次，根据农田水利工程在农田生态系统

中的作用，要考虑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连通

性。在规划方案制定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单项工程，在规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2 第4卷 第1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2,4(12)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23 

划中要多角度分析其对农田生系统的作用，以及与周边其

他工程的连通性，以提高农田水利工程规划整体连通性，

使工程发挥最大效益。最后，在生态保护修复的大背景下，

要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要

尽量减少混凝土的实际使用量，考虑到生态型水系建设，

为有效降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生态保护和水土流失

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确保其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发挥较高

的生态功能。 

3.2 加强新型修复技术应用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对农田农田生态系统的改善和功

能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为了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和服务功能，新型修复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尤

为重要。首先根据现有相关标准规范，结合当地经济发展、

自然条件等因素，构建符合当地实际的生态保护修复技术

标准体系，邀请相关专家团队及院校，根据地方自然地理

特征，逐步开展地形重塑与土体重构技术、土壤改良与岸

坡防护技术、节水及集流节水设施利用技术、适生灌草选

育及植被抗旱建植保育技术等研究，进行跨学科联合攻关，

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技术

支撑，同时也为新型生态修复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

的应用提供指导。 

3.3 加大投资力度，拓宽资金渠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提出相关

财政优惠政策，指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各级政府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各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资金

管理制度，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积极争取国际国内赠款、

贷款或双边合作，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田水利工程建设工作，

形成政府、企业、个人、集体共同参与及国内外多形式、

多渠道、多层次融资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农

田水利工程所需资金落实到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同时

鼓励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多种形式投资和参与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可适当给予其优惠政策，提高投资回报率，，

确保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的多样化和有效性。鼓励实施以

提升和改善农田生态系统为目的的农田水利工程，并提供

优惠资金支持政策。对生态资源开发、自然保护区建设以

及湿地生态恢复相关水利工程，实行必要的金融、税收优

惠政策，将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资金纳入同一资金池，

加大农田水利工程投入和补贴范围。 

3.4 完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 

根据农田水利工程特点及作用，建立从工程建设管理、

运行管护、资金筹措等完整的管理考评机制，以提高农田

水利工程使用寿命。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对大型水利工程

管理制度规范等相对较为完善，但对于农田小型水利工程

的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工程实施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管理

制度，同时在工程运营过程中，由于管护资金不足、管护

技术人员水平有限等，导致工程使用寿命降低。 为确保

工程使用年限，使农田水利工程效益最大化，首先要以现

有管理制度和规范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制度，明确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确保工程后期正常运行

和管护；其次要明确管护资金来源，以确保农田水利工程

维护费用；再者就是根据工程管护目标制定工程管护奖罚

机制，以提高工程管护质量及管护者积极性。 

3.5 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国家生态环境方面政策的支持下，

组建发展科研工作站，以科研工作站为平台，加强企业和

科研院所机构、高校的合作，探索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

研究农田水利工程中生态修复新方法新技术及应用。加快

技术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农田水利工

程技术创新队伍、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增强生态型农田水利工程转型发展。有计划的引进、选聘

新时代农田水利工程所需的高、精、尖人才，充实各类科

技人才储备库，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吸收各种专项

及复合型人才，培养领军人才。对基层单位从业人员实行

岗位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强化科研推广工作

能力与创新意识。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制度，

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建设一批素质高、质量硬的生态型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人才梯队。 

4 结语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对农田生态系统功能的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着重要作用。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

需要对区域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根据问题制定相应的对

策。文章重点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现状、生态修复技术的

应用和农田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技术策略几方面进行论述，

凸显农田水利工程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及生态

修复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产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希望生态修复技术能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得到更为广泛的

应用，实现农田水利工程生态化，从而促进农田生态功能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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