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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节水灌溉的方法及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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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紧缺的日益加剧，农业水利灌溉领域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水资源，

提高农田灌溉的水利效益，采取节水灌溉方法和技术是至关重要的。文章将深入探讨在灌溉领域中降低水量损失、提高用水

管理水平以及采用节水型灌溉技术的相关措施，旨在有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提高农田灌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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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Methods and Main Technical Measures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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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scarcity,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is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In order to more effectively utilize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water efficiency of farmland 

irrigation, it is crucial to adop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The article will delve into measures to reduce water 

loss, improve water management level, and adop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irrigation, aiming to effectively 

reduce water resource wast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armland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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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化的推进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全球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1]
。农业灌溉是

用水量最大的部门，传统的灌溉方式存在着许多浪费和低

效的问题，例如渠道水量损失、不合理的灌溉计划等，这

不仅导致了水资源的浪费，还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局势，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采用节水

灌溉方法和技术的必要性，并提供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以

降低农业灌溉对水资源的压力，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

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1 降低渠道水量损失的措施 

1.1 现代化渠道管理系统 

现代化渠道管理系统旨在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系

统来降低渠道水量损失，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核心在

于采用自动化和远程监控技术，以实现对渠道水流的精确

控制和即时反馈
[2]
。通过在关键位置安装智能传感器，系

统能够监测水流的实时状况，快速检测漏损点，并及时采

取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

优化，系统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水量和用水时段，合理

分配水资源，避免过度灌溉或不足灌溉的情况发生，有助

于提高农业灌溉的效益，同时减少因浪费而引发的水资源

紧缺问题。同时，管理者可以通过远程访问监控平台，实

时查看渠道运行状态、水流情况和潜在问题，使得管理人

员能够快速响应漏损或其他渠道问题，采取紧急维修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水量损失。 

1.2 改善渠道设计和维护 

改善渠道设计和维护是有效降低水量损失的重要措

施
[3]
。首先，通过科学合理的渠道设计，可以减少水流的

阻力和漏损，提高水的输送效率。采用先进的水力学原理

和地形分析，设计渠道的横断面和坡度，以确保水流平稳

而不受阻滞，减少摩擦损失。其次，合理设置渠道的分水

口和闸门，能够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节水流，避免过量供

水或漏水导致的损失。再次，在渠道维护方面，定期巡检

和维修是至关重要的，及时发现并修复漏损点、渗漏处以

及渠道结构的破损，可以有效减少水量的不必要流失，维

护工作应该包括对渠道底床、侧壁和上部结构的检查，以

确保其结构完整性。最后，引入先进的渠道材料，使用耐

腐蚀、抗磨损的材料，如高密度聚乙烯（HDPE）等，可以

延长渠道的使用寿命，减少因渠道老化而导致的水量损失。

同时，采用可持续性的设计理念，如自清洁渠道底床和防

树根设计，可以减少因外部原因引起的渠道堵塞问题，提

高系统的稳定性。 

1.3 推广高效灌溉技术 

推广高效灌溉技术是有效降低渠道水量损失有效措

施。第一，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如滴灌和喷灌，能够将

水直接送到植物根部，最大程度减少土壤表面水分的蒸发

和渗漏，从而降低了水量的浪费，滴灌系统通过微型管道

和滴头，将水滴滴到每一株植物的根部，实现精准供水，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S275&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水电科技·2024 第7卷 第1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4,7(1)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61 

避免了传统灌溉中因过度浇水而导致的水分流失。第二，

喷灌技术通过高压喷头均匀地将水雾化喷洒在农田上，形

成细小的水滴，提供了一种高效的灌溉方式，不仅可以覆

盖更广的灌溉区域，也有助于在风化条件下减少水的损失，

喷灌系统还可以根据植物的生长阶段和需水量进行灵活

调整，实现灵活的水资源利用。第三，在推广高效灌溉技

术的过程中，培训和教育农民至关重要，提供培训课程，

教导农民如何正确使用和维护滴灌和喷灌设备，以及如何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灌溉计划，有助于确保这些技术的最佳

效果。第四，政府和农业机构可以通过资助和宣传活动来

推动农民采用高效灌溉技术，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

激励措施。 

2 提高用水管理水平 

2.1 智能用水监测系统 

智能用水监测系统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旨在提

高用水管理水平，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水资源利用。第

一，该系统通过部署先进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技术，实时

监测水流量、水质以及用水设备的状态，将海量的实时数

据传送至中央控制平台进行综合分析，使得决策者能够全

面了解不同用水领域的用水情况，及时发现异常状况和潜

在问题，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用水浪

费。第二，智能用水监测系统的核心在于其实时性和精准

性，传感器网络覆盖水源、供水管道、家庭和工业用水设

备等多个环节，实时监测水的流向和质量。通过数据分析

和人工智能算法，系统能够识别异常用水行为，例如漏水、

滥用和浪费，及时发出警报并提供解决方案，这为管理者

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及时的信息，使其能够迅速响应和解决

问题，提高整个用水系统的稳定性。第三，智能用水监测

系统还能够为终端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用水建议。通过将实

时监测的数据反馈给用户，系统可以指导用户更加合理地

使用水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例如在发现家庭用水设

备存在异常耗水时，系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提醒用户及时

修复，从而降低不合理用水行为的发生，这有助于培养用

户的节水意识，实现用水管理的共同责任。 

2.2 定价和激励机制 

定价和激励机制是提高用水管理水平的重要经济手

段，通过合理的水价设定和激励政策，引导用户更加谨慎、

高效地使用水资源，促进社会各界形成可持续用水的共识。

首先，制定差异化水价体系是定价机制的关键。通过设定

不同用途和用户群体的不同水价，可以反映水资源的实际

成本和稀缺程度，高峰用水时段和高水耗行业可设置较高

水价，鼓励在这些时段和行业采取节水措施。相对低水耗

行业和低峰用水时段则可享受较低水价，保障基本用水需

求，这种差异化水价体系既能激励高水耗用户减少用水，

又能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激励机制可

以通过奖励节水行为来推动社会各界更加环保地使用水

资源。政府和相关机构可制定奖励政策，如对节水农业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科研资金奖励，对企业和居民采取节

水设备的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最后，可设置节水竞赛和

奖项，激发个体和团体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共识，共同参

与水资源管理，不仅能够在经济上支持节水行为，也有助

于建立全社会对节水的认同和参与。 

3 采用节水型灌水方法和技术 

3.1 喷灌技术 

采用节水型灌水方法和技术是实现可持续水资源利

用的重要途径，而喷灌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灌溉方式，在降

低水耗、提高灌溉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喷灌技术采

用高压水流通过喷头将水雾化喷洒在农田上，形成微小的

水滴，覆盖广泛的灌溉区域。相较于传统灌溉方式，如洪

灌或满田灌溉，喷灌技术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它能够

精确调整水流量和灌溉频率，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和土壤

特性进行智能化控制，避免了过度浇水和水资源浪费。其

次，喷灌技术可以减少土壤表面的水分蒸发，降低湿度对

作物的影响，提高灌溉水分利用效率。这对于在干旱地区

或有限水资源地区种植作物具有重要意义。另一种喷灌技

术的优势在于其适应性强，可应用于不同作物和土壤类型。

通过调整喷头设计和灌溉系统布局，可以实现对不同农田

条件的灵活适应，确保每一处植物都能获得充足的水分，

还有助于减少土壤侵蚀和植物病害传播，提高农田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健康。 

在推广喷灌技术的过程中，培训和技术支持是至关重

要的环节。培训了解喷灌系统的使用方法、维护技巧以及

合理的水肥一体化管理，将有助于确保该技术的最佳效果，

政府和农业机构可以通过提供财政支持、技术指导和设备

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采用喷灌技术，推动农业向更为水资

源节约和环保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喷灌技术作为一项

先进的节水灌溉方法，不仅在提高农业水利效益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也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产生

积极影响。在全球水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广泛推广和应

用喷灌技术将有助于实现更加智慧、可持续的农业发展。 

3.2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是一项节水型灌溉方法，通过

在农田中布设低压管道，以低压方式输送水源进行灌溉，

这一技术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以及保护

土壤生态系统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低压管道输水

灌溉技术采用低压力进行水输送，相较于传统高压灌溉系

统，降低了水流速度和水压，减少了水分蒸发和管道漏水

的可能性，有助于避免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的浪费，提高

了输水的效率。同时，低压输水系统还能减少管道堵塞和

泄漏的风险，降低了维护成本，为农田提供稳定、可靠的

灌溉水源。其次，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可通过多种方式

实现水的定向输送，满足不同农田和植物的需水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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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划分和精确的控制系统，可以根据作物的生长需要，

调整水流分配，避免了过度浇水或不足的问题，这种定向

输水的特点使得农田得以高效灌溉，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同时确保了植物的正常生长。再次，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

术还具有对土壤生态系统友好的特点。低压输水系统可以

减少土壤侵蚀和水质污染的风险，因为水流的均匀分配降

低了水流对土壤的冲刷力，有助于维护土壤结构，减少土

地的退化，并保护周边水体的水质。综合而言，低压管道

输水灌溉技术是一项有望在农业领域推动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关键技术，为实现精准农业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

供了有效途径。 

3.3 地面灌溉田间节水技术 

地面灌溉田间节水技术是一项旨在在农业灌溉中实

现更加高效用水的方法。与传统的洪灌或满田灌溉相比，

地面灌溉田间节水技术注重精确控制水的输送，以减少浪

费和提高农田灌溉效果。首先，该技术采用现代化的灌溉

系统，如滴灌、渗漏灌溉或蓄水灌溉，以更为精细和定量

的方式将水输送到植物根部。滴灌系统通过管道和喷头将

水以滴水或微喷的形式直接送达植物根区，避免了过度浇

水和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渗漏灌溉则通过埋设在地下的

管道，使水分缓慢渗透到土壤中，减少了蒸发损失和地表

径流，提高了灌溉水分利用效率。蓄水灌溉通过储水设施

的建设，将雨水或灌溉水储存供以后使用，降低了对地下水

和表面水体的过度依赖。其次，地面灌溉田间节水技术注重

灌溉系统的智能化和精确控制。通过传感器、自动控制系统

以及远程监测技术，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气象条件等因素，

精确调整灌溉量和频率，有助于避免因过度或不足的灌溉导

致的水资源浪费，同时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植物在不同生长

阶段的水分需求。最后，地面灌溉田间节水技术还可以结合

土壤改良措施，提高土壤水分保持能力，通过添加有机物质、

改善土壤结构，减少土壤侵蚀和水分蒸发，进一步提升了水

分利用效率，实现了更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 

3.4 雨水灌溉 

雨水灌溉作为一种重要的节水型灌溉方法，利用自然

降水资源，通过合理的收集、储存和利用方式，实现对农

田的灌溉，是一项环保、可持续的灌溉技术。首先，雨水

灌溉侧重于有效收集和储存降水。通过建设雨水收集系统，

例如屋顶排水系统、集雨桶或地面渗水沟，能够将雨水从

建筑物和道路表面引导到储水设施中，这些设施可以是地

下水库、水塔或其他合适的储水容器。通过科学设计和规

划，可实现对雨水的高效捕获，为后续的灌溉提供充足的

水源。其次，雨水灌溉技术强调合理利用储存的雨水。通

过灌溉系统，将储存的雨水输送到农田，满足植物的生长

需求，可以采用灌溉管道、滴灌系统或渗漏带等灌溉方式，

确保水分均匀分布在植物根区，提高灌溉的效果。雨水灌

溉还可以结合土壤湿度监测技术，根据植物的实际需水状

况调整灌溉量，实现智能化、精准的水资源利用。其次，

雨水灌溉具有显著的节水效益。相对于传统的灌溉方式，

雨水灌溉不仅能够避免地下水和表面水体的过度开采，减

轻对自然水资源的压力，同时也降低了能源消耗和运输成

本。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降水，雨水灌溉在实现节水

的同时，降低了农业生产的生态足迹，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农业的目标。最后，在推广雨水灌溉技术时，需要考虑不

同地区的降水分布和季节变化，以及灌溉系统的适应性，

促进农业向更为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实现水资源的智能管

理和可持续利用。总体而言，雨水灌溉技术为农业提供了

一种环保、经济的灌溉选择，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可持

续农业的发展。 

4 结束语 

综合运用上述降低水量损失、提高用水管理水平和采

用节水型灌水方法的措施，可以显著提高农田灌溉的效率，

降低水资源的浪费，不仅有助于应对水资源紧缺的挑战，

也为可持续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未来，政府、科研机

构和农业生产者应共同努力，推动更多创新性的节水灌溉

方法的研发和应用，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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