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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规划设计分析 

常有生 

吴起县水利工作队，陕西 延安 717600 

 

[摘要]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水利工程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农田灌溉，进而

满足农业种植的水分需求，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为了进一步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合理地规划设计工程项目，文章在

明确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规划设计的重要性和原则的基础上，对规划设计工作的具体优化措施进行了探讨。通过文章的分析有

助于提升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效果，提升农田水利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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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One of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farmland irrigation, so as to meet the 

water demand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reasonably plan and design engineering proje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and principles of irrig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effec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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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规划设计概述 

所谓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水是不可再生资源，而我

国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水资源紧缺问题。虽然地球上存在

较多的水资源，但是可饮用水资源却严重不足。同时，水

资源是农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只有保证农田灌溉才

能保证农作物健康地发展，才能增产增收。无论何时何地，

水资源都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当前我国农业灌溉中水利工

程的作用日渐凸显出来，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有效调节水

资源，能够储蓄水，不但能够保证农田灌溉，缓解干旱时

期水资源不足的问题，还能够达到防洪抗涝等效果。不过

水利工程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如果前期

规划设计不合理，那么不但无法将其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还可能造成严重的浪费，威胁周围的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

为此，我国农业学者、国家相关部门等很多人士都非常关

注农田水利工程，不断优化规划设计方案，建设了诸多水

利工程项目 

在新时期，社会对农田水利的实用性、功能性要求越

来越高，尤其是在提出“五位一体”后，我国农业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在农业生产中，我国要求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加强协调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加强节能环保。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虽然不会耗费过多的资金，

但是规划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却关系着后续施工作业能否

顺利开展、能否满足农田灌溉需求，关系着其整体应用价

值。为此，工作人员要提高对前期规划设计工作的重视，紧

密联系环境保护和水利工程，保证规划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推动农业生产以及水利工程进一步创新优化
[1]
。 

2 农田水利工程开展灌溉规划设计的作用 

作为农业发展的命脉，农田水利工程是我国重要的基

础设施，关系着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农业生产中进一步凸显出了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重

要性。近些年我国不断扩大农田水利可灌溉面积和绿地面

积的比例，这对我国农田水利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建设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能够根据农作

物的生长需要及时补充农作物水分，保证其健康茁壮地生

长，从而将农业经济效益提高。 

此外，通过合理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可以实现水利资源

的高效应用，将农田作物用水不均匀的问题有效解决，这

对于农业劳动强度的缓解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为此，要高

度重视农田水利工程。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基础，前期规

划设计至关重要，只有规划设计合理才能保证水利工程应

用价值提升，才能保证农业生产质量
[2]
。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S274&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水电科技·2022 第5卷 第3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2,5(3)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09 

3 农田水利工程工程规划设计原则 

标准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应遵循实事求是，综合利

用，安全动态的原则，应与当地的山，水，路，林等有机

结合，制定有效发展的总体规划。必须综合考虑。使用水

资源最终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利益最大化。在项目设计的初

期，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并对区域地质条件进行了综合

分析，以找出事实的真相。在每个通道布局的设计计划中，

进行具体分析和合理设计，并建立合理计划。农田水利项

目应集中液滴，将水和水电连接在一起，并充分利用局部

液滴。农田水利工程应避免危险区域的建设，在设计时应

避开河流，以确保良好的地质条件。避免使用高渗透性的

土壤带，并合理安排淹没的排水设施。由于农田水的保存

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生态综合体，因此在动态开发

过程中需要协调，并且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协调和保护以

保持最佳条件。 

3.1 全面使用 

在进行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需要加强分析当前

实际情况，结合实际需求处理水利工程项目。有的地区位

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这些地带的灌溉渠需要和当地的地

形地貌充分结合，有机结合水电和灌溉渠，加强水资源的

充分利用。同时，要充分结合运河、池塘、水库等可利用

的资源，灌溉系统可以综合采用抽取、排水、储存等方式。

如果在平坦的土地上，那么水利灌溉系统非常重要的一种

方式就是创建地表水和地下水整体系统
[3]
。 

3.2 动态原理 

农田水质保护计划作为生态综合体和经济综合体是

一种相对的工作，需要根据开发工作情况不断调整维护工

作，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水质保护计划编制过程中

需要充分考虑协调和保护农田水资源挂你项目的灌溉规

划和设计，保证灵活地应用各种保护方法。 

3.3 发现事实真相 

在设计很多小型水源保护项目之前，工作人员都要对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充分考虑，

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合理地安排，综合分析当地的地质和地

形条件。在规划设计干线和支路布局过程中，需要结合当

地的地形和地貌条件针对性地设计水利灌溉工程。比如丘

陵山区灌区有着不同的面积，较大的地形起伏情况，梯田

和坡地是主要的耕地方式，所以在规划设计农田水利灌溉

工程过程中需要面临更加复杂的特点，此时，在干线轮廓

设计过程中需要做好灌溉渠位置的合理选择，通常在泊和

盆地之间选择灌溉位置。在细长设计过程中通常轮廓线平

行于河流方向，将水位尽可能地降低。通过这种方式能够

有效控制所有灌溉渠的地下水，保证按照规划设计方案从

干渠一侧引出支渠。 

3.4 安全性原则 

每个项目都要充分重视安全，都要坚持“安全第一”

的原则。在规划设计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时要充分做好安全

风险的预防，尤其要重视深挖、高填筑等施工作业。在设

计丘陵地带水路时，为了保证河流的安全性避免被急流冲

刷，应当和河流和溪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主要运河沿线

设计过程中要做明确其地质条件情况，比如要避免在发达

节理的断裂带进行设计，避免在高渗透性的土壤带和风化

的岩石位置布置。此外，要做好闸门等洪水排放设施的合

理布置
[4]
。 

4 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规划设计措施 

4.1 工程用地优先保障 

要保证合理、有效地规划设计农田水利灌溉工程，首

先，要保证其有足够的施展空间，给予足够的空间支持。

当前城市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孔家规模逐渐增大，城市

发展中会从一定程度上侵占农村土地，导致一些农田土地

转换为建设用地，加上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增加，土地

性质变更、土地扩张现象十分常见，为了保证农田水利工

程灌溉工作的正常发展，需要给予足够的空间、政策、法

规等多方面的支持。为此，可以重点从如下三点加大支持

力度。第一，将农田水利工程灌溉建设用地充分考虑到城

市建设规划当汇总，做好城市建设范围的控制，从设计阶

段就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占地进行考虑，加大政策法规的支

持力度，严格审核城市规划设计方案。第二，尽量避免在

农田水利灌溉规划区进行城市扩张、建筑工程建设，同时

要严格审核建设规划用地，加大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在

规划建设中要需要上一级审批明确一些公共设施用地、重

要公共用地的占地情况。第三，在规划农村建设用地时也

要提前规划设计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范围，在此基础上做好其

他用地的再规划，严禁随意将农田水利工程灌溉用地转变为

建筑用地。通过如上方式可以将农田水利工程的优先权保证，

进而确保合理、有效地完成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工作。 

4.2 项目的汲水规划 

汲水方案是灌溉项目设计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要求设

计工程师在规划时按照区域水源储备条件展开详细分析，

选择较为贴合现实需求的汲水模式。自流取水灌溉为项目

设计中较为常见的形式。科学设置引水点是保证汲水方式

与工程资本投入的重要部分，因此，一般会在灌溉范围内、

上游地势相对更高的区域中选择引水点，满足自流取水的

高程要求。目前可选择的取水设施形式有两类，即无坝和

有坝。 

第一，无坝取水。按照是否建造大坝可以分为无坝取

水和有坝取水。如果发生洪水灾害，没有闸的引水口难以

对水体进行调节，当水量过多会导致渠道发生冲毁的情况，

所以，很多项目都会采用有闸的设计方式，按照 32°～

46°设置引水角，保证汲水量能够满足要求，实现对水流

的调节，避免破坏或者弱化水体。 

第二，有坝取水。有的农田灌溉渠有着十分充沛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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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但是受到地势等因素的影响可能水位不高，自然水难

以为农田灌溉提供足够的水量，此时可以通过建设大坝取

水。这种取水方式有着十分明显的优点，比如能够为附近

的灌溉渠提供足够的水源，可以缩短引水干渠，将灌溉的

任务量大大减少，但是需要耗费较多的资金。技术人员在

前期规划设计阶段需要对项目辐射区域的可用水源、作物

类型等进行综合考虑分析，保证汲水方式合理，将农田水

利灌溉工程的价值尽量提高
[5]
。 

4.3 采用有效地分类管理设计方案 

农田水利工程灌溉需要分类管理，这可以将规划设计

方案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进一步提高，所谓分类管理，就是

明确地划分各个板块，做好不同板块功能的利用，然后有

效连接各个板块，最终形成的整体具有很好的完整性，可

以充分发挥其生态、隔离、应急等功能。第一，生态性。

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通常需要划分为不

同的功能区域才能保证规划设计更加合理，比如耕地、林

地、绿化带、水系等都是其功能区域。第二，隔离区。通

过规划设计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避免干扰农作物的生长，

其中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两种干扰农作物的主要因素，

比如可以用绿化带将农田和公路分离开，避免农田水利工

程受到人为干扰或者破坏，还可以隔开下游农田和水利，避

免发生洪涝灾害。第三，应急功能区是重要的设施，发挥着

保护安全的作用，如果有必要可以将灌溉体系设施和农田牺

牲来保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比如有的山区、丘陵地带通过

设置应急功能区可以将住宅和农田分开，在农田上游建立水

坝，如果发生山洪，为了避免影响到住宅区，可以将农田上

游的坝体打开，将其应急功能发挥出来。通过明确各个功能

区域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 

4.4 小型灌溉区域设计 

由于水源不足一些小型灌区的农田面积有限，在小型

灌区规划设计中要对如下几点提高重视：第一，以农田规

模为基础开展总体规划设计，有机结合农田灌溉和当地经

济建设，对其他配套设施的功能、水利功能、节水环保等

方面因素进行过综合性地考虑分析，保证规划设计模式科

学合理。通过采用这种方案可以更加合理地提高灌溉用地

和经济建设用地，达到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效果，从而将

水利工程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第二，对浇灌区域的规模

和水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充分地考虑，对其经济性和合理

性进行深入地分析，重点预测农田未来发展规模和水体资

源保有量，坚持以发展的眼光规划设计农田水利，延长其

使用周明，提升其使用价值。第三，加强水体资源控制指

标、使用情况等因素分析，预测水体资源保有量和未来趋

势，加强设计优化，做好水体资源循环利用，最终实现节

水节能的效果。 

4.5 节水技术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对水资源有着十分严重的依赖，农

田灌溉需要消耗巨大的水资源，在规划设计农田水利工程

中要注意做好节水措施。第一，提高对节水技术的重视，

重视水资源紧缺的现状，加大力度开展节水技术的应用，

可以通过定量控制灌溉、节约用水量等方式节水，可以加

强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在农田灌溉中可以考虑引渠灌

溉，尽量避免抽取地下水。采取反向灌溉技术收集水体，

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第二，对每块天梯进行合理的分

析，建造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中要注意不同地势、地貌消耗

水体资源的差异，同时加强各种类型工作物的分析，在此

基础上，对每一个灌溉最小单元内的水体消耗情况进行充

分考虑分析，合理设置水量调节控制装置，将节水的力度

进一步提高，达到保护一些不耐水作物的效果，同时有助

于针对性地实施灌溉措施，最终实现灌溉节水的效果，提

高水资源利用率。 

5 结语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对

水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在水资源不断紧缺的背景下，通

过合理地规划设计农田水利工程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保证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提高农业生产工作水平。本文认

为，应当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游侠保障，合理规划谁项目

汲水方案，分类管理设计方案，优化设计小型灌溉区域，

加强应用节水技术，推动农田水利工程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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