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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田灌溉的有效水资源管理是保障粮食生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我国水资源短缺

的现状，我们面临着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的严峻挑战。首先研究了我国农田灌溉水资源的现状，以及影响农田灌溉水资源的

关键因素，如气候变化、资源供需矛盾、灌溉效率低下等。对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改善灌溉技术和管理方法，

促进节水农业的发展，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实施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法规等。我们还探讨了这些对策实施的可能影响和

潜在挑战。研究结果再次凸显出水资源管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借此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有效的决策工具，进而

推动我国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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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farmland irrigation is the key to ensuring food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scarcity in China, we 

are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in managing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for farmland. First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was studied, as well a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supply and demand contradictions, and low irrigation efficiency. We have propos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address 

this, such as impro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ethod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saving agriculture, 

enhancing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implementing strict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We also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impacts and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these measu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nce again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can provide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tools for policy makers, promot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in Chinese farmland,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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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增强，给全球的水资源带来了

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对我国稀缺和分布不均的水资

源来说更是如此。据统计，我国农田灌溉用水占总用水的

62%，可见农田灌溉对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对我国粮食

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我国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的

现状并不理想，一直存在着诸如气候变化、资源供需矛盾

以及灌溉效率低下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农田灌

溉水资源管理这一重要主题，力图通过对我国农田灌溉水

资源管理挑战的研究，提出一套有效解决方案，以实现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1 农田灌溉水资源现状 

1.1 我国农田灌溉水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 

我国的农田灌溉水资源配置和使用情况存在显著的

地域差异以及资源不平衡问题
[1]
。北方地区由于降水稀少，

水资源相对匮乏，农田灌溉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依赖性较

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现象，导致土地

沉降和水质下降等环境问题。而南方地区虽然降水丰富，

但由于灌溉系统的复杂性和季节性降水不均，仍然存在灌溉

用水不足和利用效率低下的情况。全国范围内，灌溉用水占

农业用水的绝大部分，水资源管理效率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

力水平。据相关数据统计，农业灌溉用水效率整体偏低，老

旧的灌溉基础设施和落后的灌溉技术使得水资源浪费严重。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田面积的不断缩减，水资源的农

业使用受到了进一步挤压，迫切需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

灌溉技术水平，以确保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粮食安全。 

1.2 全球范围内农田灌溉水资源的管理现状及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农田灌溉水资源的管理面临着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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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挑战，并呈现出一些显著趋势。气候变化正在加剧

水资源的稀缺性，影响各地区的降水模式和水资源供给，

进而影响农田灌溉的稳定性。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可持续用

水政策，并且在现代灌溉技术的创新中投入大量资源，以

提高灌溉效率和水资源利用率。发展节水农业成为全球趋

势之一，通过应用精确灌溉技术和节水作物为农田管理提

供了新的可能
[2]
。水资源管理条例的健全和强化在多个国

家已经付诸实施，以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由于

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储备不同，推行这些政策和技

术时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包括资金不足和技术推广力度

不够等问题。这些全球管理现状及趋势表明解决农田灌溉

水资源管理的问题具有紧迫性和复杂性。 

1.3 农田灌溉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农田灌溉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随着人口

的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求加剧，水资源的分配日趋紧张，

导致可用于农业灌溉的水资源显著减少。过度抽取地下水

和不合理的水资源管理进一步加剧了供水压力。气候变化

带来的降水不确定性加剧水资源稀缺性，使得灌溉在季节

性干旱期间尤为困难。这些问题对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构

成了严峻挑战，需要寻求有效的管理对策。 

2 影响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关键因素 

2.1 气候变化对农田灌溉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田灌溉的影响是影响水资源管理的关

键因素之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温持续上升，加剧了水

资源的蒸发损耗，使得原本稀缺的水资源更加紧张。气候

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如频繁的干旱、突然的暴雨等，

极大地影响了农田水资源的稳定供给。干旱期的延长和降

雨模式的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灌溉季节受到干扰，进而影

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产量分布。随着水循环的变化，河

流、水库的水文特性也发生了变化，导致水资源供给的不

稳定性增加。在一些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以应对地表水

资源短缺的现象愈发严重，加剧了地下水的枯竭。气候变

化还影响土壤含水量和涵养水源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加剧

农田灌溉的挑战。通过深入分析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多重

影响，可以为制定有效的灌溉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2.2 资源供需矛盾对农田灌溉的挑战 

资源供需矛盾是影响农田灌溉水资源的重要因素之

一
[3]
。在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水资源紧缺，

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持续增加，加剧了供需矛盾。尤其是

在农业生产旺季，水资源的短缺导致灌溉用水难以保障，

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的

进程，城市化导致生活与工业用水需求增加，进一步挤压

了农业用水份额。这种资源供需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对国家粮食安全形成了潜在

威胁。迫切需要调节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满足基本生活

用水需求的合理分配农业用水，以缓解供需矛盾的压力。

这对于保障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2.3 灌溉效率低下导致的问题 

灌溉效率低下是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中的一个关键

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水资源浪费和农业生产的成本增加。

灌溉系统的设计不合理或维护不当，会导致水流分配不均，

从而增加了灌溉过程中的水损失。过度灌溉和缺乏精确的

水量控制导致土壤下渗和径流问题，使得作物吸收的水分

远少于供应的水量，加剧了水资源浪费。低效率还影响作

物的产量和质量，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潜力。解决灌溉效率

低下的问题对提升水资源利用率至关重要，亟需现代化技

术和精准管理的加入。 

2.4 地下水超采对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威胁 

地下水超采是当前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中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农业灌溉需求集中且地表水资源匮乏

的地区，农民往往依赖地下水进行灌溉。然而，长期大规

模的集中取用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形成了明

显的“漏斗区”。这不仅使地下水资源难以自然补给，还

可能引发地面沉降、水质恶化等连锁环境问题。地下水位

的下降直接削弱了农田灌溉的可持续性，迫使农民进一步

加大开采力度，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地下水超采还加剧

了区域水资源的不平衡，使得原本依赖地下水的农田灌溉

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3 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的对策 

3.1 应对气候变化对农田灌溉影响的策略 

针对气候变化对农田灌溉水资源带来的诸多挑战，需

采取一系列针对性策略。一方面，加强气象监测与预警系

统建设，提高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预测精度，为灌溉计划的

调整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例如，在干旱期来临前，

提前做好水资源储备和调配规划。另一方面，积极推广耐

旱作物品种，通过农业科研培育出适应气候变化、水分利

用效率高的作物，降低对灌溉水资源的依赖。同时，加强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蓄水池、雨水收集系统等，

增加水资源的储备能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不确

定性。此外，还应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保护涵养水

源的生态系统，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减少气候变化对土

壤含水量的影响。 

3.2 缓解资源供需矛盾的举措 

为缓解农田灌溉水资源供需矛盾，需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优化水资源配置，建立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需求和水资源状况，合理分配水

资源，确保农业用水得到保障。例如，采用水权交易制度，

促进水资源的有效流转和合理利用。其次，加强水资源节

约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节水意识，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如滴灌、喷灌等，减少农业用水浪费。此外，加大对农业

水资源的投入，改善灌溉设施条件，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

率。同时，统筹考虑生活、工业和农业用水需求，制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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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在保障基本生活用水的前提下，

合理分配农业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3 提升灌溉效率的方法 

提高灌溉效率是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问题的关

键。一方面，对现有灌溉系统进行改造升级，采用先进的

灌溉技术和设备，如智能灌溉控制系统，根据土壤墒情、

作物需水量等因素精确控制灌溉水量和灌溉时间，减少水

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加强灌溉系统的维护管理，定期检

查和维修灌溉设施，确保水流分配均匀，避免因设施故障

导致的水损失。此外，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合理

的水价形成机制，通过经济手段引导农民节约用水，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

科学灌溉意识和技能，促进高效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
[4]
 

3.4 治理地下水超采的措施 

治理地下水超采需从多方面综合施策，其中“以水定

产、以水定地”理念是关键指引。“以水定产”要求依据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布局和规模。全

面评估当地水资源状况，明确可利用水资源总量，据此确

定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和面积。对于水资源匮乏地区，应

减少高耗水作物的种植，积极推广耐旱作物品种，调整种

植结构，实现农业用水与水资源供给的平衡。“以水定地”

则是根据水资源状况合理确定耕地开发规模和布局。避免

盲目开垦耕地，特别是在水资源短缺区域，要严格控制新

增耕地面积，防止因过度开发导致地下水超采加剧。 

同时，要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地下水开采监管，

严厉打击非法超采行为。加大对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力度，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此外，还应推进水权交易，促进水

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引导农民节约用水，逐步实

现地下水采补平衡，保障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水资源管理法规的实施 

4.1 现有水资源管理法规的审视 

现有水资源管理法规的审视是理解农田灌溉水资源

管理现状的关键步骤。我国的水资源管理法规主要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各省市的

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规定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

保护的基本原则，强调了统一管理与合理利用。法律框架

也涉及高效用水、节水技术的推广，以及水资源费用的合

理制定和征收。 

然而，在法规具体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一

方面，对地下水资源的监管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有效遏制

过度开采现象；另一方面，在水资源综合管理与污染防治

方面，缺乏细致、可操作的具体措施，致使实施效果差异

较大。此外，水资源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协调不

畅，进一步削弱了法规的实施效力。深入剖析现有法规的

执行情况，精准识别其中存在的问题与短板，对于实现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优化农业灌溉水管理意义重大。这

要求我们在水资源管理上做到精细化管理，涵盖开发、利

用、保护等各个环节。这一审视过程为后续制定更具针对

性的新法规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提供了宝贵的

参依据
[5]
。 

4.2 提出新的更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法规 

为应对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中的挑战，亟需制定新的、

更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法规。这些法规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对水资源的使用进行更加精准的监控，实施先进的水资源

计量及监测技术，以随时掌握水资源使用情况；第二，明

确水资源使用的优先次序，优先保障基本农业需求的兼顾

生态保护；第三，加大对违规用水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

法规的严肃性和威慑力；第四，鼓励各界广泛参与水资源

管理，通过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公众意识及参与度，以

增强法规执行效果。这些措施旨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4.3 法规实施的可能挑战与对策 

水资源管理法规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政策协调

不足、地方执行力度差异和公众意识不足等问题。在政策

协调方面，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目标可能存在冲突，导致

法规实施不力。地方政府在执行法规时，可能由于资源限

制或地方保护主义，执行力度不均。公众对水资源管理的

认识不足，可能导致抵触情绪，影响法规的实际成效。针

对这些问题，需要加强政府间的协调机制，确保政策一致

性。提高公众意识和参与度，通过宣传和教育提升社会对

于水资源管理重要性的认知。 

5 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的可能影响 

5.1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对农业生产具有深远影响。科学

合理的水资源管理可以显著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通过

优化灌溉技术，确保充足且及时的水分供应，有效缓解因

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积极的水资源管

理能够降低干旱及其他极端天气对作物生长周期的威胁，

稳定农业生产周期与收获期，减少因误时灌溉所导致的歉

收现象。 

在提高作物产量的水资源管理有助于提升农业用水

的效率，减少水资源浪费，降低种植成本。这种成本节约

不仅体现在水资源的使用上，同时也体现在减少农药和化

肥使用以及降低土壤盐渍化等方面。农民通过实施高效水

管理，不仅增加经济收益，还可以减轻资源过度使用带来

的环境压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管理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大面积推广和应用高

新技术，这对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产业升级也具有促进

作用，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提升农业的整体竞

争力。 

5.2 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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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有效的水资源管理能够减少水资源的不必要消

耗，从而减轻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通过先

进的灌溉技术和设备，可以减少农业用水的浪费，减轻土

壤侵蚀和盐碱化等环境问题的发生。合理的水资源调配，

可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保障湿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健

康。科学的水资源管理还可降低农业活动中的化学物质和

污染物进入水体的几率，改善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为

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有效的水资源管理，促进了环

境与农业和谐共存的生态体系。 

5.3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几个方面。合理管理水资源能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

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促进农业收入增长。水资源管理的

优化也有助于减少农业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支持区域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健全的水资源管理体系能够吸引相关投

资，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

高带来的粮食安全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面对全球

气候变化和资源竞争加剧，这种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6 结束语 

本研究全面审视了我国现行农田灌溉的水资源管理

问题，并探讨了气候变化、资源供需矛盾、与低效灌溉等

因素对其的影响。通过提出改革灌溉技术、管理方法、推

广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及执行严格的水资源法

规等对策，对农田灌溉水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思维和方法。

然而，这些改进措施的实施同样面临挑战，这需要政策制

定者在工具选择和策略调整上投入更多的思考。研究再次

引以为傲的凸显出水资源管理在农田灌溉中的重要性，我

们希望能借此提供切实有效的决策参考，推动我国农田灌

溉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并最终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

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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