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4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和 管 理 问 题 探 讨  
 

范海燕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韩集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摘  要] 本文将着重探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策略和管理问题，并强调了水管理、基础设施维护、

利益相关者合作与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整体优化水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

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改善民生，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建设取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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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maintenance, 

stakeholder cooper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so as to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as a whole, 

further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so as to 

better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maximiz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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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支持农村生计方

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研究有效的建设策略，准确识别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的项目要点，为其他项目的规划建设提供有力支

持，妥善解决已知的管理问题，顺势打开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

理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1、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策略 

1.1 选择适宜的灌溉技术 

选择适宜的灌溉技术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规划建设

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水效率、作物产量和整体项目的

可持续性，可在无形中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

的长效推进。首先，滴灌是一种高效的方法，可将水直接输送

到植物的根部，最大限度地减少蒸发和径流造成的水损失。该

技术涉及使用放置在植物基部附近的穿孔管或管道，使水缓慢

而稳定地滴到土壤上。滴灌特别适合水资源有限或注重节水的

地区。它还可以适应多种土壤类型和地形，用途广泛，适用范

围广。滴灌可保持土壤湿度稳定并降低与水有关的疾病风险，

从而促进植物健康生长
[1]
。其次，喷灌涉及使用高架喷头在田

间分配水。这种方法对于覆盖大面积是有效的，并且经常用于

农业、园艺和景观美化项目。喷水灭火系统可以设计成以各种

模式和强度喷水，从而可以精确控制灌溉率。虽然喷灌比滴灌

更耗水，但现代喷灌系统旨在通过高效的喷嘴设计和调度技术

最大限度地减少水资源浪费。喷灌适用作物种类广泛，可适应

不同的土壤类型和地形。最后，地面灌溉方法，例如沟灌和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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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涉及将水直接施用到土壤表面。这些方法依靠重力在田间

分配水，这使得它们成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相对简单且成本低

廉的选择。地面灌溉非常适合水平或缓坡地形，对于需要大量

水的作物（例如水稻或棉花）特别有效。然而，地表灌溉方法

更容易通过蒸发和径流造成水分流失，并且可能不适合地形不

平坦或土壤入渗率高的地区。 

1.2 确定水源和设计有效的分配系统 

确定水源和设计有效的分配系统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

目规划的关键步骤，可以确保农作物可靠供水、优化用水效率

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实践的可持续性。首先，确定水源的

主要考虑因素之一是整个灌溉季节供水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河

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源通常用于灌溉，特别是在水资源丰

富的地区。应及时评估可用水源的数量和质量，确保充足的灌

溉供应，并防止过度开发和环境退化。其次，除了水源的可用

性之外，还必须评估水质和灌溉适宜性等因素。盐度、pH 值和

养分水平等水质参数可显着影响作物生长和土壤健康。可能有

必要进行水质评估并实施适当的处理措施，例如过滤或海水淡

化，以确保灌溉水满足作物需求并且不会导致长期土壤退化。

再次，一旦确定了合适的水源，设计高效的分配系统能有效地

将水输送给农作物，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蒸发、渗漏和径流造

成的损失。各种灌溉方法，包括滴灌、喷灌和地表灌溉，需要

根据其具体要求定制不同的分配系统。最后，除了选择适当的

水源和分配系统外，整合水管理实践（例如节水、土壤湿度监

测和根据作物需水量安排灌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用水

效率和作物生产力。实施雨水收集、土壤湿度传感器和高效灌

溉调度软件等节水技术可以进一步增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可持续性。 

1.3 整地和土地地形的考虑 

地形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对农业

活动的成功率和可持续性具有重大影响。首先，整地涉及一系

列旨在改善土壤结构、肥力和持水能力的活动，为植物生长创

造最佳环境。它通常包括犁地、耙地和平整土地等任务，以确

保均匀的水分分布并促进根部渗透。当然，还可以施用有机质、

石灰和肥料等土壤改良剂来纠正养分缺乏、调整 pH 值并增强

土壤肥力。其次，在土地面积有限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应

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优化作物产量和经济回报。

这需要仔细考虑土地地形，包括坡度、海拔和排水特征。了解

土地地形有助于识别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内涝或养分淋溶的区

域，从而能够实施适当的土壤保持措施和排水系统
[2]
。再次，

土地地形会直接影响到灌溉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布局，例如灌溉

渠道、管道和蓄水设施的布置。在倾斜的地形上，可以采用梯

田或等高耕作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和径流，而在平

坦或缓坡的土地上，精确平整可以帮助确保均匀的水分布并最

大限度地提高灌溉效率。最后，除了整地和土地地形考虑之外，

应评估土壤湿度动态和灌溉用水需求，制定更有效的灌溉策

略。土壤湿度监测技术，例如张力计、电容探头和中子探头，

可以帮助确定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水平并指导灌溉计划决策。

通过监测土壤湿度动态，农民可以避免农作物过度浇水或水

下，减少水浪费并优化灌溉效率。最后，整合覆盖种植、覆盖

和轮作等土壤保护措施有助于改善土壤结构、减少侵蚀并增强

养分循环。覆盖作物提供地面覆盖，保护土壤免受侵蚀，并添

加有机质，而覆盖物有助于保持土壤湿度，抑制杂草生长并调

节土壤温度。轮作有助于打破病虫害循环、提高土壤肥力并优

化资源利用效率。 

1.4 可持续实践 

可持续实践旨在平衡农业生产的需求与环境保护、社会公

平和经济可行性，确保为当代和子孙后代负责任地管理资源。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中，由于资源有限、环境限制以及小

农易受气候变化和其他外部压力的影响，采用可持续做法尤为

重要。首先，可持续实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水资源短缺是许多农业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优化水资源利

用效率和尽量减少浪费，可以通过采用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滴灌将水直接输送到植物的根部区域，减少蒸发和径流造成的

损失。实施雨水收集、土壤湿度监测和根据作物需水量安排灌

溉等节水措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灌溉系统的用水效率。其

次，可持续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土壤保护和管理。健康的

土壤能够维持作物生产力、支持生物多样性和缓解气候变化。

实施覆盖种植、覆盖和少耕等土壤保护措施有助于改善土壤结

构、减少侵蚀并增强养分循环
[3]
。此外，促进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健康也是可持续农业的组成部分。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

统对病虫害和气候变化的抵抗力更强，减少了对化学投入的依

赖并提高了长期生产力。结合农林业实践，如林间种植、防风

林和间作，有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壤肥力，并为农民

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保护湿地、河岸带和野生动物走廊等自

然栖息地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有利于农

业生产和环境可持续性。最后，社会公平和社区参与是小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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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水利工程实施可持续实践的重要考虑因素。让当地社区参与

决策过程、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包

容，有助于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平分享灌溉项目的效益。通

过能力建设、获得信贷和市场联系赋予小农权力，增强他们的

抵御能力和生计，从而促进减贫和农村发展。 

2、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问题 

2.1 水管理 

鉴于水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农业、工业和家庭部门对水的竞

争日益激烈，水管理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最关键的问题之

一。实施有效的水管理策略能够确保水的公平分配、优化用水

效率和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影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水管理的

关键方面包括：（1）水的可用性和获取：获得可靠的水源有

助于灌溉项目的成功建设与管理。然而，许多小农面临着水资

源短缺、基础设施不足和竞争性用水需求等挑战。评估水的可

用性、确保水权和实施节水技术是确保可持续灌溉用水的重要

步骤。（2）灌溉计划和效率：正确的灌溉计划有助于优化用

水效率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作物产量
[4]
。农民必须了解作物需水

量、土壤湿度水平和天气模式，才能有效安排灌溉。采用滴灌、

喷灌系统和土壤湿度传感器等高效灌溉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

水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水浪费。（3）水质管理：水质问题，

包括盐度、污染和污染，会对灌溉项目中的作物生长和土壤健

康产生不利影响。实施水质监测计划、采用适当的水处理技术

和推广土壤保持做法，将更好地维持水质标准和确保灌溉系统

的长期可持续性。（4）解决冲突：水资源短缺和竞争性用水

可能导致用水者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水资源有限的地区。需

要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利益相关者参与流程和体制框架来解

决与水有关的冲突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平获得水资源。 

2.2 基础设施维护 

许多灌溉系统都会受到忽视、缺乏资金和维护不足的困

扰，导致性能下降并更容易发生故障。因此，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基础设施维护，需要重点以下考虑因素：（1）定期检查

和监测：定期检查和监测灌溉基础设施以发现潜在问题（例如

泄漏、堵塞或结构损坏），避免它们升级为重大问题。农民、

项目经理和灌溉技术人员应进行例行检查和维护活动，以确保

灌溉系统正常运行。（2）培训和能力建设：对农民和灌溉系

统操作员进行适当的维护技术、故障排除程序和设备操作方面

的培训，可以实现有效的基础设施管理。提供技术援助、举办

研讨会以及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可以帮助当地社

区建设有效管理和维护灌溉基础设施的能力。（3）资金和资

源分配：充足的资金和资源分配同样有利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的基础设施维护。政府、捐助机构和发展组织应优先投资灌溉

基础设施维护，并为农民和当地社区的维修和恢复活动提供财

政支持。 

2.3 能力建设 

不够重视能力建设，将会导致管理工作难以推进，因此陷

入管理困境。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能力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包

括：（1）培训和教育：提供有关水管理、农业实践和灌溉技

术的培训计划、讲习班和推广服务，有助于培养农民和灌溉系

统运营商的技术能力。培训应涵盖灌溉计划、作物需水量、土

壤肥力管理和气候智能型农业实践等主题。（2）机构强化：

加强地方机构（包括用水者协会、农民合作社和政府机构）的

能力，增强其支持灌溉项目管理和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能

力。能力建设举措应侧重于改善与灌溉管理相关的治理结构、

决策过程和行政程序
[5]
。（3）知识管理和信息共享：促进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知识交流、网络和协作，促进灌溉项目管理的学

习和创新。建立知识管理平台、在线论坛和同行学习网络，使

利益相关者能够分享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

践。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中，应该不

断加强水管理和能力建设，实施多样化的建设策略及管理方

法，做好基础设施的维护工作，克服管理方面存在的各种挑战，

确保工程项目的长期可行性，得以造福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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