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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张 维 

塔里木河流域喀什管理局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新疆 喀什 844700 

 

[摘要]我国农业水利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随着城乡结构的调整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面临着一系

列新问题。过去的规划可能未能充分考虑水资源的动态变化、地质土壤条件的多样性、农民需求的多元化以及新兴技术的应

用。因此，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势在必行，以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代社

会和农业生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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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but with the adjustment of urban-rural 

structure 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facing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Previous planning may have failed to fully consider the dynamic changes in water resources, the diversity of geological 

and soil condition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 need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deeply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ormulat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olu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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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田水利工程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提高农田灌溉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具有关键作用。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面

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水资源适应气候变化，

确保工程的可持续性和适用性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必要性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必要性在于对现代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性作用。规划设计不仅为有效利用水资源

提供科学依据，更能满足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量、质的多样

需求。通过系统的规划能够合理配置水资源降低灌溉水浪

费，提高水利工程的利用效率。此外，规划设计还能综合

考虑土壤、地质、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确保工程建设过程

中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规划设计需要充分融

入农民的实际需求，通过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工程更符合农

业生产实际，确保最终工程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效益的

最大化。在现代农业转型的背景下，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

计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在于推动农业

生产方式的升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全面的水资源调查和评估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一个显著的问题在于缺乏

全面的水资源调查和评估。在一些规划设计中对水资源的

调查显得过于简单，未能全面了解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和变

化趋势，这导致规划在水资源供需平衡、水质变化、水资

源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存在盲点。同时，由于水资源的局部

性差异，一刀切的规划难以满足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造

成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实际效益与设计初衷的脱节。这种局

限性的水资源调查不仅影响了规划设计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也可能导致工程建设后期面临水资源短缺或浪费的问

题，进而影响整个农田水利工程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因

此，解决这一问题势在必行，以确保规划设计更好地满足

农业水需求并实现农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2.2 忽视地质和土壤条件的影响 

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对地

质和土壤条件的影响经常被忽视。有些规划设计未能充分

考虑地质和土壤的多样性，导致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

地质灾害风险，或者未能妥善处理土壤对灌溉水质的影响。

这一忽视地质和土壤条件的问题，可能在工程实施阶段增

加不必要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加大工程的建设难度和成本。

同时，未充分考虑土壤对灌溉水质的响应，可能导致土壤

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农田水利工程的实际效果。因此，规

划设计过程中缺乏对地质和土壤条件的全面综合考虑，使

得工程在实施阶段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在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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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加注重地质和土壤条件的详细分析和科学评估。这将

有助于提高工程的建设质量和可行性，确保农田水利工程

更好地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 

2.3 缺乏与农民的充分沟通 

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缺乏

与农民的充分沟通。在一些规划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农

民的实际需求和对工程的期望，导致设计方案不符合当地

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这种不足的沟通可能使农民对工程

产生疑虑，降低工程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农民了解本地

农业土地的使用方式和特定需求，他们的参与和反馈对于

规划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规划设计中缺乏与农民的密

切沟通，未能真正了解并考虑到农民的意见和诉求，可能

导致工程在实际运行中面临农民不接受的问题，从而降低

整体效益。因此，更好地融入农民的实际需求，是确保规

划设计更贴近实际、更具可操作性的重要一环。 

2.4 不合理的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 

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

不合理的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在某些规划中工程布局显

得不够科学合理，渠道设计未能很好地适应农田地貌和农

业结构。这种问题可能导致水流不畅影响灌溉效果，降低

整个农田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未充分考虑农田地貌和农

业结构，导致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的不合理性，不仅影响

了工程的使用寿命，也可能在实际运行中导致资源的浪费。

因此，在规划设计中忽视了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的科学性，

可能会使工程与实际需求脱节，增加了工程的维护难度，

降低了整体的经济效益。因此，更加科学合理的工程布局

和渠道设计是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和取得长

期效益的重要前提。 

2.5 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考虑 

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缺乏

对气候变化的充分考虑。某些规划设计未能及时预见未来

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导致工程建设后期可能无法适

应变化的气象条件。这种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考虑可能使

工程在未来面临水资源的不足或过剩，进而影响农田水利

工程的可持续性。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发展，工程规划设

计应该更为灵活地考虑未来气象条件的变化趋势，以适应

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因此，规划设计中对气候变化的

缺乏充分考虑，可能使工程失去对未来气候条件变化的适

应性，进而减弱工程的长期稳定性和可行性。在规划设计

中更好地融入气候变化的因素，是确保农田水利工程在长

期运行中能够顺利应对各种气象变化的必要举措。 

3 提升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应对措施 

3.1 加强水资源调查与评估 

为了提高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迫切需要加强水资源调查与评估。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有

些规划设计过于简化对水资源的调查，未能全面深入地了

解水资源的时空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这种不足

的水资源调查和评估导致规划设计在水资源供需平衡、水

质变化、水资源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存在缺陷。规划设计缺

乏全面的水资源数据支持，难以准确反映不同地区水资源

的特点，从而影响工程设计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因此，为

了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更为科学可靠，亟需通过更

全面深入的水资源调查和评估，全面了解水资源的分布、

变化趋势，以确保规划设计符合实际水资源状况，更好地

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这将有助于提高规划设计的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保障农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3.2 强化地质和土壤条件的综合考虑 

为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更为科学可靠，迫切需

要强化对地质和土壤条件的综合考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在一些规划设计中，地质和土壤条件的影响被忽视，未能

充分考虑地质和土壤的多样性
[2]
。这种缺陷可能导致工程

建设面临地质灾害风险，或者未能很好地应对土壤对灌溉

水质的影响。规划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土壤特性，可能导致

工程实施后期土壤质量下降，影响农田水利工程的实际效

果。因此，通过强化地质和土壤条件的综合考虑，规划设

计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降低工程建设后

期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工程的长期可行性。这一综合考

虑将有助于规划设计更全面地了解地质和土壤的特点，从

而更好地保障农田水利工程在实际运行中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 

3.3 加强与农民的沟通与参与 

为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和

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迫切需要加强与农民的沟通与参与。

当前存在的问题在于一些规划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

实际需求和对工程的期望，导致设计方案不符合当地农业

生产的实际情况。这种不足的沟通可能使农民对工程产生

疑虑，降低工程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农民作为直接受益

者，其实际需求和经验是规划设计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通过加强与农民的沟通与参与，规划设计能够更好地融入

农民的实际需求，从而确保工程更贴近实际、更具可操作

性
[3]
。这将有助于提高工程的社会接受度，降低后期运行

阶段可能面临的问题，确保农田水利工程更好地服务于农

民的生产活动，最终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加强

与农民的沟通与参与，是规划设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3.4 优化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 

为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实际效益，

亟需对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进行优化。目前存在的问题在

于一些规划设计的工程布局不够科学合理，渠道设计未能

很好地适应农田地貌和农业结构。这种不合理的规划可能

导致水流不畅，影响灌溉效果，降低整个农田水利工程的

综合效益。规划设计过于简化地考虑农田地貌和农业结构，

导致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不够灵活，难以适应多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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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因此，通过优化工程布局和渠道设计，规划设计能

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高工程的建设质量

和可行性。这一优化将有助于提高规划设计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确保农田水利工程更为高效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最终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优化工程布局和渠道

设计是规划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3.5 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迫切需要考虑气候变化

的影响。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规划设计未能充分预见未

来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导致工程建设后期可能无法

适应变化的气象条件。这种缺陷可能使工程面临水资源的

不足或过剩，进而影响农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性。随着气

候变化的不断发展，规划设计应更为灵活地考虑未来气象

条件的变化趋势，以确保规划设计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和

气候条件。通过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规划设计能够

更好地保障工程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提高工程在长期运行

中的适应性。这一综合考虑将有助于规划设计更全面地了

解未来气象条件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保障农田水利工

程的长期稳定运行，确保其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

因此，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是规划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3.6 引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管理 

为提高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现代化水平，迫切需

要引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规

划设计未充分考虑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未能有效整合信

息化管理系统。这导致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可能存在管理效

率低下、数据不及时、响应不灵活等问题。通过引入智能

技术和信息化管理，规划设计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农田水利

工程的智能监控、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智能技术可以提

高工程的自动化程度，实现对水资源的精准调配，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更及时、准确地收

集、分析和传递数据，提高工程运行的实时性和整体管

理水平
[4]
。通过引入这些现代技术手段，规划设计能够更

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工程的科学性和

可行性，确保农田水利工程更为高效、智能地服务于农业

生产，从而推动整体农业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引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管理是规划设计中迈向现代化不

可或缺的一步。 

3.7 制定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 

为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迫切需要制定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当前存在的问题

是一些规划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可能面

临的各种突发情况和风险因素。这种不足可能导致在紧急

情况下无法迅速有效地应对，进而影响整个工程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通过制定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规划设计

能够更好地预见潜在的风险，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应对

机制。应急预案应包括对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技术故障、

管理漏洞等情况的详细处理方案，以确保在危机时刻能够

有序、迅速地应对问题。风险管理措施则包括对潜在风险

的前期识别、监测和调控，以降低工程面临的各类风险。

这一综合考虑将有助于规划设计更全面地了解工程运行

可能面临的挑战，提高工程的应对能力，保障农田水利工

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顺利、安全地运行。因此，制定应

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是规划设计中保障工程可持续性

和安全性的关键步骤。 

4 结语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面临水资源调查不足、地质土

壤条件考虑不足、与农民沟通不畅、工程布局设计不合理、

未考虑气候变化、缺乏现代管理手段等问题。为应对这些

挑战，我们提出加强水资源调查与评估、综合考虑地质土

壤条件、强化与农民的沟通与参与、优化工程布局和渠道

设计、考虑气候变化、引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管理、制定

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等措施。这一系列努力旨在推动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迈向更科学、可行、智能、安全的

发展方向，以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

续繁荣。在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设计理念和方法，确保

规划设计更科学、有效、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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