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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设计与规划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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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工程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逐渐提

升，水资源出现严重短缺，在此背景下，做好水利工程节水设计非常重要。节水灌溉是农业措施中的关键环节，在水利工程

中相对设计难度和复杂程度较高，资源不足和生产生活需求之间矛盾凸显，基于此，本篇文章将对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和规

划问题进行分析，为节水灌溉工程提供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推进节水灌溉工程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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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people's demand for water for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is contex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a good job in water-saving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is a key link in agricultural measures.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the design difficulty and 

complexity are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production and living needs is promin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problems of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engineering, provid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engineering,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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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利民政策的发布，我国农业在各方

面支持下得到了迅速的进步，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农业

发展有效解决了土地减少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摆脱了

粮食危机。但是伴随着其发展速度的加快，对水资源的需

求逐渐增加，国家和相关单位开始大力推动水利工程节水

灌溉建设，进而保证通过有限的资源保证社会发展和生产

的持续性，保证国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1]
。节水灌溉工程是

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根据农作物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科

学的规划和设计，目前在节水工程的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制约，要尽快解决这些

问题，缓解水资源短缺
[2]
。 

1 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设计与规划要点 

1.1 调蓄水池 

调蓄水池是一种用来收集雨水的设施，通过蓄水池将

雨水径流高峰保留，等流量减少时，再将其缓慢排出，达

到降低雨水洪峰影响，提高雨水利用的目的，既能减少雨

水初期对农田的污染，还能实现排水调度。调蓄水池通常

在天然洼地的基础上进行布置，如果没有天然条件，可以

通过半挖半填的方式完成。调蓄水池的调度任务多集中在

某一周期内，完成后需要进行修正和检查，然后在下个灌

溉运行阶段中继续投入使用。设计人员要根据调蓄水池的

用途和特性，合理设计和布置其外观构造，计算其渗漏量、

蒸发量、淤积容量和调节容积等数据，根据其地形因素进

行规划。 

1.2 加压泵站 

加压泵站是节水灌溉时需要使用的增压泵站，节水灌

溉工程包括取水点、灌溉泵房和压力管道，加压泵站在工

程中起到增加灌溉水源压力的作用，将取水点的水资源送

入泵站后，对其进行加压处理，从而提高灌溉率。在对加

压泵站进行规划和设计时，设计人员应对农作物的种类、

比例进行了解，并计算最佳灌溉流量限度和灌溉速度，从

而实现泵站的布局优化。 

1.3 滴灌工程 

节水滴灌工程指的是通过塑料管道的滴头或者孔口

将水资源直接送到农作物的根部进行浇灌，能够实现节水

的目的，滴灌工程是节水灌溉的有效方式之一，具有高达

95%以上的水资源利用率。滴灌工程可以用于经济作物、

蔬菜、果树等，但是其滴头比较容易堵塞和结垢，在设计

时，要考虑属水资源情况和具体灌溉情况。通常使用滴灌

的区域要借助当地的专业设施，保证其运行周期在 7 天之

内，并且要保证具有独立滴灌的运行系统。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V51&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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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管灌工程 

管灌工程就是通过管道进行农作物灌溉的工程，通过管

道的铺设将水源运送到田地，均匀地将水灌溉到农作物根系

位置，保证农作物生长。管灌工程主要包括水源、输水管道、

灌溉设备和控制系统几个部分，在蔬菜、果树、大田农作物

的灌溉中均有应用。管灌是节水灌溉的主要手段，在实际应

用中和低压水泵相连，在水源取水后加压运输，再进行灌溉。

根据管灌工程所在位置，在规划和设计中应考虑其不同区域

的地势落差，合理设置和调整进出水口的位置和高度，或者

可以使用地埋式分水管，在特定位置进行安装。 

2 我国当前水利工程节水灌溉现状 

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领域发展进步速度较快，作为

比较原始的行业，农业直接承担着基本的人类生存发展任

务，而伴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根据当今发展现状，对农业

发展提出改进和优化。灌溉是基于农作物生长需求而形成

的技术，灌溉工程的发展经历了从人力操作到机械操作的

变化，在当今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飞快发展的背景下，

灌溉工程又和信息化技术有机结合，成为当今节水灌溉工

程的重要体现形式。科技发展有效推动了节水灌溉工程的

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目前的节水灌溉工程设计

和规划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导水线路的设计以及水量计

算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3]
。灌溉系统使用时间长，

灌溉建设不足，灌溉设施损坏等问题时有发生。总体来看，

当前的节水灌溉工程并未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应该结合先

进技术，和自动化农业机械技术，寻求更快速的发展路径。 

3 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规划和设计中存在的不足 

3.1 科学规划不足，忽略实际情况 

根据对当前节水灌溉工程的了解发现，很多工程在规

划和设计时，仅仅是为了响应国家和上级部门的号召，目

的在于完成上级要求或者政治功绩，但是在规划和设计的

过程中，并没有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制定详细要求和规划方

案，节水灌溉工程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对当地的农

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阻碍。在农业发展的过

程中，科技兴农的政策被提出，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广

泛的支持和响应，总体反馈比较理想。但是还存在很多工

程建设，过于重视政策和要求，而忽略了自身的发展情况，

工程建设具有一定盲目性。在很多建设中发现，有部分工

程为了提升工程质量和规模，盲目地使用高科技，来扩大

使用范围，不仅适得其反，出现建筑不良的现象，还给当

地居民以及政府增加了经济压力。 

另外，部分节水灌溉在设计过程中，忽略了当地环境

和气候条件，导致节水灌溉工程反而浪费了一定水资源。

例如，有个别节水灌溉工程，规划期间，对农作物吸水能

力的计算和考量出现偏差，使工程投入使用后，并不符合

应用实际，给农作物的生长造成负面影响，严重降低了水

资源利用率，未能发挥节水灌溉工程的应有作用。 

3.2 主体投入不足，工程质量较低 

水利工程建设中，对规划设计和施工人员的要求较高，

要求工作人员在规划和设计中拥有合格的职业素养和专

业水平，在建设工程的每个环节，对规划方案进行严格的

落实和监督管理，并精准地了解和掌握每个关键点的技术

参数和数据，保证工程建设质量。除了对规划人员综合能

力的要求，还对规划设计主体有着较高要求，要求设计主

体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保证对该建设的综合投入充足，能

够满足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建设发展的需求，实现工程质量

的提升，保证切实解决当地灌溉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而通过对大量节水灌溉工程的了解发现，很多水利建

设主体的投入相对不足，最后造成工程质量偏低，未能满

足社会发展要求的结果。有些工程建设人员在进行规划时，

并未对当地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实地考察和实事求是的考

量，仅仅通过理论设计的方法进行规划，同时考虑到资金

压力，导致工程建设完成后出现一系列问题。从实际情况

来看，很多节水灌溉工程都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

地区的标准化建设相比，还存在投入不足，建设水平较低

的问题，建设质量无法保证，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给

工程带来了一定隐患和风险，甚至威胁着当地的居民生活

和水资源使用。 

3.3 缺少设计调整，信息化程度较低 

目前的节水灌溉建设，同时面对着周期和资金的压力， 

在进行规划和设计时，市场出现工程建设规划和设计的编

设和制定，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和研讨，对于前期的可行

性和后续资金情况、环境可控性以及设备的通用情况没有

做好准备和科学的预期。在规划和设计中，不可避免会存

在一定调整，而缺少调整的工程规范性和科学性都存在不

足，不仅在规划设计阶段体现出了其隐患和风险，在建设

和应用阶段，也会形成系统化的影响，导致其规划和设计

的可执行性不足，最后造成整体工程风险和隐患的产生。 

此外，水利工程比较复杂，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

提高工程的系统化建设，保证工程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是，

在很多水利工程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对信息化建设资金过

多投入，导致实际工程建设缺少自动化、信息化手段。规

划设计人员不能通过信息化技术形成灌溉模型，并对设计

要点和管线的连接进行可视化分析，造成工程建设和规划

设计产生偏差。 

4 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规划和设计措施和建议 

4.1 加强科学管理，重视客观条件 

水利工程建设是政府和相关部门提出的合理调节和

分配水资源的手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进行水

利工程建设时，不仅要响应上级号召，还要对实际情况进

行设计和分析，结合现实条件实施建设。规划人员在进行

设计前，要对当地的农作物和环境等进行勘察和分析，并

以此为基础进行规划设计，结合对环境气候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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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尽量防止水资源浪费情况的发

生。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结合当地降水水平和灌溉要求，

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来保证农作物的生产，实现当地农

民增收的愿景，为粮食储备作出贡献。 

规划人员要根据当地财政支持情况，对当地需求进行

计算，合理引进建设技术，避免假大空的建设内容出现，

减少建设虚假，空有规模的建设。在规划过程，应对其设

计方案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督，保证建设后的工程能够真

正符合当地客观实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管理方面，

相关单位要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体系，避免管理混乱情况

的发生，对规划和建设过程实施严格管理，提升建设质量。 

4.2 强化主体资质，提高建设质量 

为了保证规划设计科学可行，要加强主体建设，提高

规划设计人员的综合职业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平，对工程建

设进行严格把控，借鉴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优秀设计方案，

提高建设的有效性。并且应提高建设主体的经济支持，充

分应用经济手段实现水利工程管理效果和质量的提升，促

进建设工程更高效、科学地为农民提供灌溉服务。规划主

体还要对设计进行更加严格的管控和筛选，保证其规划设

计能够达到建设预期目标，通过科学的建设理论对规划设

计和建设进行指导，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创

新，设计出优质的规划方案。 

工程质量方面，应严格遵守相关技术规范，根据水利

部门对节水灌溉工程提出的要求对规划设计环节进行严

格的把控，提高水利工程的整体质量。在设计阶段，要对

工程综合指标进行明确计算，并且严格参考和执行规范中

的指标要求，保证建设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建设标准和指

标规范要贯穿于规划设计整个阶段以及建设阶段，才能够

使建设质量达到标准要求，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投

入产出的平衡。另外，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节水的宣传，增

强居民和工作人员的节水意识，保证建设工程的充分利用，

充分发挥作用。 

4.3 优化规划设计，引进先进技术 

不论何种工程建设，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都是必

不可少的，是工程规划设计的基础和着手点，而针对水利

工程的节水灌溉建设调整不足问题，应该持续对规划方案

进行成果预期，不断进行系统的改进、调整和优化，以此

来提升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质量，保证工程在使用时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在实际工程规划设计阶段，工作人员应对

当地的环境进行深入了解，根据其要求和技术，找到工程

建设的关键节点，并从关键节点出发，向每个环节的具体

过程进行详细分析，持续进行规划设计的优化，保证其系

统性。通过不断调整规划方案，尽量降低其中的隐患和漏

洞，提高工程质量和使用效率。 

农业灌溉工程一般都处于水资源稀缺的地区，需要科

学分配水资源才能提高其利用率，保证工程建设目的实现，

规划设计人员应结合当地的土壤、农作物特征，因地制宜，

合理对输水管线进行设计。在设计前，要对项目周边进行

全面的探察和分析，在条件允许的基础上，充分引入现代

化方法，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现象进行勘察，并结合当地的

特征，通过立体建模、详细计算等方式，合理进行设计。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科技、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

业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和水资

源短缺的现状之间形成了较大矛盾，给农产品生产和农业

发展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对农业进行必要的改造和调整，

通过水利工程协调水资源，实现资源和生产的平衡。基于

此，本文从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规划设计的要点出发，对当

前的节水灌溉工程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当前规划设

计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设计缺少科学性，忽略客观实际，

主体责任欠缺，质量较低以及信息化建设和缺少必要调整

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最后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联系实际，加强科学规划管理，强化主体

资质，引进信息化技术，提高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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