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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生态理念下的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多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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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之下，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引水灌溉逐渐受到重视。文中先从不同干渠灌溉面积、渠道设计流量、水量平衡

等方面阐述了农田水利工程灌溉用水过程及需求，并在水源工程规划、输水工程规划、田间工程规划三个方面提出了农田水

利工程多功能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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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water diversion irrigation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irst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rrigation water process and demand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from 

the aspects of different main canal irrigation area, channel design flow and water bal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multi-functional 

planning and desig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three aspects: Water source project planning, water conveyance project 

planning and field projec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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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国家生态化发展的需

求也愈加强烈。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生态化发展是未

来的主要发展趋势，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工程规

划的多功能设计，针对农田水利工程现存的系统性、全面

性不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突破与解决。 

1 生态理念对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多功能设计的

作用 

首先，落实生态理念符合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生

态理念中蕴含的是绿色、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理念，与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国情相匹配。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多功

能设计过程中，生态理念可以落实在水资源节约这一方面，

对于水资源的有效节约，可以实现我国自然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在合理的生态标准之下对农田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保

护。节水设计的落实符合我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进

一步规避了只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生态发展的情况产生，

对我国的自然环境形成保护。其次，生态理念在农田水利

工程规划多功能设计过程中的融入，提升了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程度，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设计过程

中生态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也能够有效节约我国资源，对

我国所面临的水资源紧张的问题形成了环节。最重要的是，

该设计还能够实现高效率排涝，避免农业种植者出现因自

然灾害而带来的经济收益大量减少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是相互的，人类如何面对大自然，同时决定了大自

然将如何对待人类，生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融入，

就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亲密发展，进而使我国

农业水利工程规划多功能设计工作更加具有现代化意义。最

后，生态理念的应用可以实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不同地区、

不同自然环境的条件之下的合理、高效率落实。由于我国的

农业用地分布较广、范围较大且较为分散，所以不同地区农

业用地的地质状态都不尽相同。在进行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

计时，应该做到因地制宜，对工程建设周围的自然环境、气

候条件、土壤状态做充分且有效的分析工作，并对当地的种

植习惯予以尊重。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之后，农田水利工程

规划设计工作人员可以结合最终的分析结果来采取相应的

针对性措施。因地制宜的设计方式在农田水利工程的灌溉过

程之中，能够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基础设施建造。 

2 农田水利工程灌溉用水过程及需求 

2.1 试验背景 

为进一步明确生态理念下的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多功

能设计，本文将以具体的试验数据为研究依据来进行设计。

整个试验范围中的总种植面积为 74000 亩，其中 65290



工程建设·2022 第5卷 第1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2,5(1)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23 

亩为水田，8710 亩为旱田。给整个试验田提供充足的光

照条件，由于试验田山高水低，无法充分满足试验田的用

水需求，于是建立了水库灌区，规划分布了总干渠、右渠、

中渠、左渠
[1]
。 

2.2 不同干渠灌溉面积 

根据每一个干渠所灌溉面积的不同，先要对整个试验

田中各干渠灌溉范围内的种植作物的比例进行详细计算，

经过规划计算得出： 

左干渠：水田 95%、旱田 5% 

中干渠：水田 79%、旱田 21% 

右干渠：水田 87%、旱田 13% 

总干渠：水田 95%、旱田 5% 

水利工程的灌溉率公式为 

q净 =
（m

π

净
）max

8.60×30
 [m∗/(s ∙ 万亩）]      （1） 

通过以上公式结合，试验田中灌溉用水的实际情况可

以计算得出，干渠灌水率为 61.6%。 

2.3 灌溉渠道设计流量 

在该试验田中选用的配水方式为连续灌溉，连续灌溉

的方式能够保证上级渠道实现下级渠道的灌溉配水，根据

试验田中的各区域灌水过程可以获得 q 净与（m
π

净
）的最

终结果。 

表 1  干渠设计灌水率计算结果 

干渠 （m
π

净
）max q净 

总干渠 159.78 0.615 

左干渠 159.62 0.616 

中干渠 137.50 0.522 

右干渠 148.20 0.563 

2.4 水量平衡 

针对于本试验田的水量平衡的计算，需要将各个区域

内的灌溉农田进行水量平衡，保证各区域用水量均衡，并

根据实际操作环境进行水库容量与水位的进一步确定。在

水量平衡这一过程中，需要将书库的产水量与水利基础设

施用水量也包含在内。 

3 生态理念下农田水利工程多功能规划设计 

3.1 制定合理规划方案 

现如今的农田水利工程多功能设计要求以生态理念

为设计基础，且该工程建设还需要具备隔离与紧急生产的

功能。由于我国农业种植分布比较广泛，所以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者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与环境不同，将水利工程

建设的重点落在相应的部分。农田水利工程多功能规划设

计是一项难度较高、系统性较强的工作，因此需要设计人

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能够实现用

丰富的经验与充足的知识储备来完善水利工程建设，使得

水利工程建设实现高效率、高质量建设
[2]
。 

3.2 水源工程规划 

针对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水源工程规划方面，首先，

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进行人工降雨，以此来实现地

理位置较高的地区使用水源进行养林作业。这一操作方式

可以实现自流灌溉，减少了水利工程设计中的非必要提水

灌溉，进而使得整个工程设计中的经济成本大大降低。为

了进一步节省建设成本，还可以使用置入灌溉的方式，达

到灌溉目的的同时实现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其次，为实

现对于水源工程的有效规划，针对于灌溉地区的土壤来说，

土壤水库建立可以采用地膜覆盖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有

效保证土壤中水分的留存时间和留存效果，避免土壤中水

分蒸发过快，节省水资源利用量的同时实现生态化的土壤

水库建设。再次，在水源工程规划过程中，可以使用无坝

取水的规划方式，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拦水装置的建设。部分地区的农田种植面积并不适合大坝

建设，如图 1 所示，可以针对具体的农田种植情况来设计

建设梯形小型拦河坝来实现农田的引流灌溉。这样的形式

更适用于灌溉面积较小、经济条件有限的农田种植区域。 

 

图 1  河流梯形利用布置 

最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应重

视农田水利水闸的建设。在建设之前，设计人员应深入到

种植区域进行考察与调研，根据考察结果来选择最合适的

水利水闸建设，通常情况下使用率较高的水利水闸分别为

泄洪闸、水闸、冲沙闸、节制闸等。如图 2 所示，为了能

够进一步节省建设成本，提高农田的用水率，可以采用图

中的水闸设置方案，在较高的位置上设置水闸，设计进行

农田灌溉中横截面面积为 4m
2
的农田渠道

[3]
。 

 
图 2  水闸、农田和沟渠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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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输水工程规划 

以前文试验田为例，针对于本试验田的饮水量规划设

计来说，要根据试验田历史种植数据作为主要参考，以历

史的高峰期最大定额灌水量和整个过程所持续时间来作

为试验田中渠道流量设计的主要基础。由于整个灌区内的

含沙量并不高，所以一般不会存在淤泥和泥沙所带来的威

胁。且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整个渠道内的杂草治理，可以

将渠道内的流速控制在 0.3m/s 左右。在农田水利工程规

划建设的过程中，规划设置工作人员应该结合工程规划的

实际操作情况，来选择具体的灌溉方式，实现对于能源的

进一步节约。 

3.4 田间工程规划 

以前文试验田为例，该试验田主要分布方式为梯田，

梯田设计中存在至少一个面为临空面，能够实现农田顺利

排水。为了能够实现农田种植过程中高效率的引水灌溉，

规划设计人员可以结合种植区域的具体情况，采用灌排分

渠的设计方式，这种排设方式能够有效避免布设混乱的情

况发生。但是现有的布设方式大多都具有针对性的地形要

求，但是在具体的规划设计过程中，会存在着很多复杂且

不规则的地形建设，这就需要规划人员能够在设计时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作出合理规划。首先，在渠道设计的过程之

中，水渠设置的地理位置应该尽可能高一些，高位水渠建

设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农田灌溉作业并且可以实现对于渠

道两侧的农田进行充分灌溉，实现水渠的高效利用。在实

际规划过程中，渠道数量不宜过多，要保证设置足够的排

水口，使其能够充分满足一个灌排内的排水要求。其次，

针对于农田田块的设计来说，农田面应该保持同样的浸水

深度，以实现高质量灌溉与种植。受到不同地势、地形、

地质等因素的限制，需要农田的田块在进行改造设计的过

程之中，尽可能加大农田的面积，这样才能使得后续农田

中的机械耕种、收割作业能够顺利完成。农田高度以 25cm

左右最为适宜。再次，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过程之中，

要重视对于农田防护林的设计，在这一设计过程中，要严

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灌排和沟渠的布设位置要具备合

理性和实用性。为了避免农田防护林影响农作物的光照导

致农作物减产，最好在田间设置耕道林带。最后，针对于

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的附属建筑物设置，根据调查数据显

示，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过程之中，最容易被破坏

的建筑物为陡坡、跌水。基于此，需要相关设计人员提起

重视，在渠道建设过程中，如果存在落差类建筑物设计，

需要在设计规划过程中充分考量上游与下游之间的泄流

问题和耗能问题
[4]
。 

3.5 节水灌溉 

生态理念下的农田水利规划设计过程中的重点，就是

农田灌溉过程中的节水问题，其也是能否保证生态环境和

谐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例如，在对某农田进行水利工程规

划建设时，由于该农田的等高线比较高，所以存在农田地

理位置越高，水位也越高，针对于这一问题，规划设计过

程中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提升土壤的储水能力来实现农田

的节水灌溉，土壤的蓄水能力也取决于种植农作物的种类，

因此，可以通过特定农作物种植的方式，来提升土壤的蓄

水能力。农田种植过程中，种植者可以选用耐水淹能力较

强的植物来进行种植，这种植物的种植可以实现对于农田

蓄水能力的有效提升，还能够进一步提升农田自身的修复

能力。 

3.6 综合治理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建设过程中融入生态理念可以有

效实现对于农田的综合治理。在整个水利工程规划过程中，

设计人员应该以传统的农田灌溉和河流治理位置要设计

方向，将农田的防洪、排涝工作作为水利工程的设计重点，

以提升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之中的生态化发展。在设计过程

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对自然存在的河道与溪流进行人

为的改造与破坏，这样会对生态化发展产生阻碍，久而久

之也会由于周边动物和植物生存环境和状态的转变，对水

利工程建设后的农田灌溉产生影响。因此，水利工程建设

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量环境因素，尽可能保证不破坏自然

环境，保证自然生态环境能够平衡且和谐的发展。 

3.7 农田结构、灌溉设计 

农田水利工程设计中的结构设计是整个工程的建造

基石，也是整个工程设计中最为重要的设计因素，所以一

定要对农田结构设计提起重视。农田结构设计的合理性越

强，农田遭受自然侵害的可能性越低，能够保证最终农作

物的高质量生产，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土壤的储水能

力，减少水资源的利用量。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要根据不

同农田种植农作物种类的不同而确定农田种植区域内的

结构设计，通过不同农田种植性能的不同，实现农业生产

利益最大化。同时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的灌溉设计也

是设计重点，要充分考虑并且避免灌溉过程可能会对农作

物根部产生的损害，根据实际情况，对设计水渠的具体深

度做出有效调整，使得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设计能够具有科

学性和合理性，促进农业生产经济收益提升的同时，实现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8 统筹管理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多功能设计因其存在一定的难度

和复杂性，所以需要设计人员能够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

因此，相关部门或企业在进行技术人才招聘时，应尽量提

高招聘门槛，以人才专业能力和素养作为主要的考核标准，

并针对于现有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相应的专业技能培训，

同时定期进行培训考核。也可以加强与当地高校的合作力度，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实习机会，以此实现专业人才与新型技术

的吸纳，同时，技术人员在落实具体设计工作时，应该具备

能够平衡工程建设与生态理念的能力，做到高质量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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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规划设计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过程中的生态理念

运用具有必要性。新时代背景之下，农业的发展要以可持

续发展的现代化观念为主要向导，积极推进并落实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在未来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实现我国现代化农业经济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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