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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时代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水资源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农业发展过程不仅面对着水资源

紧缺的问题,同时还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水资源污染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存在与农业发展过程不合理的农田水肥管理

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应当重视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的应用。 本文主要对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进行简单介绍,然后

分析了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方案设计及应用,期望可以为农田水肥管理合理性的提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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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口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多,而耕地面积以及水资源

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着水资源紧缺以及农

业负担重等问题。 并且,在传统的水稻种植过程所采用的种

植方式也比较粗放,在进行稻田排水时也没有对稻田水进行

有效处理,导致含有大量氮磷元素的稻田水直接被排放至下

游,最终引起严重的水质恶化情况,水稻灌区呈现出较为严

重的农业面源污染情况。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主要由

“田间水肥综合调控”--“田间草沟”--“湿地”--“骨干生态

沟”这四部分组成,其在农田水肥管理当中的应用可以取得

明显的水质净化效果[1] 。

1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简单介绍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主要是为了有效改善农业生

产过程水资源匮乏以及水资源污染严重的问题,其设计和应

用主要是为了改善农田当中水分分布不均匀以及不协调的

情况[2] 。 通过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可以将水资源合理

科学的引流至比较缺水的农田当中,并且最大限度的降低这

一过程所产生的水资源浪费的情况。 另外,除了将水资源引

流至缺水农田当中之外,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还能够对

出现水涝情况的农田进行有效排水,从而从整体上促进农田

旱涝碱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主

要是利用“田间水肥综合调控” --“田间草沟” --“湿地” --
“骨干生态沟”构建成四道防线,其中会使用到现代化灌溉技

术的水利系统机制,这一期间还会在充分结合相关制度的基

础上对农田进行改革,使农田灌溉系统可以充分发挥其价

值。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还可以为农田生产过程相关

的水资源、经济资源、环境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供改进作用[3] 。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具有较为明显

的特征,这一系统当中包含有良好的灌溉系统以及良好的排

水系统,并且系统还将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其所具有

的价值成倍增长,所以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可以很好的

完成引水、灌水、排水以及输配水等一系列操作。 除了调配

水资源外,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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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污染的防治效果。 在使用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进

行灌溉时能够对农药和化肥污染比较严重的该灌区进行有

效的有害物质净化,最大限度的减少和避免水污染问题的发

生,为地下水位的动态平衡提供保障。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

系统当中会使用现代化技术科学合理的控制农田灌溉所需

要的水资源量,这样可以在有效避免水资源浪费问题发生的

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在节水防污

型农田水利系统的改水、节水以及净化水的作用下,农民的

用水质量也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2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方案设计
2. 1　 第一道防线田间水肥综合调控的设计

在传统的水稻种植过程最为常见的问题便是化肥与农

药使用量大但是利用率低的问题,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化肥

和农药成本,也没有取得良好的种植效果,同时还导致了面

源污染的发生。 因此,应当从源头上解决面源污染物排放的

问题,充分利用第一道防线田间水肥综合调控当中的“浅、
湿、晒”将其与多种灌溉方式进行有效结合,可以达到控制自

然水体当中农业用水量的效果[4] 。 相比于传统的长期淹灌,
这种多种新型灌溉方式相结合的灌溉体系可以明显减少灌

溉用水量,最重要的是还能够减少灌溉过程氮磷元素的流失

量,既改善了化肥水大量流入自然水体的情况,还能够间接

减少农民化肥以及农药购买资金投入。

2. 2　 第二道防线田间草沟的设计

田间草沟其本质属于一种排水沟渠,但其于一般的排水

沟渠又具有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其中种有野生植被。 经

过田间水肥综合调控之后,稻田水中的氮磷含量虽然会明显

下降,但是其中还是具有一定量的氮磷元素,当其流入田间

草沟之后,在田间草沟滞留以及植物过滤等作用下,水体当

中的污染物含量能够得到有效去除,并且水体当中所包含的

养分还能够被二次利用。

2. 3　 第三道防线湿地的设计

湿地技术属于一种较为新型的水生态处理技术,这一技

术不仅可以对水体当中的污染物进行有效去除,还能够进行

生态修复,并且湿地建设一般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再加

上其良好的处理效果,所以近年来在很多地区都得到了广泛

应用[5] 。 湿地同样可以去除水体当中的氮磷元素,其去除作

用主要是依靠其中所包含的湿地基质、水生植物以及微生物

等成分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经过湿地这一道防线之后,
水体当中的总氮及总磷均得到有效去除。

2. 4　 第四道防线骨干生态沟的设计

骨干生态沟的主要作用同样是为了去除农田水体当中

的总氮以及总磷含量的去除,其建设过程主要是对已有的沟

渠进行生态改造,以此来提高其水体净化功能。 骨干生态沟

在进行水体净化时,会综合利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等多种

作用,并且还能够有效增强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 骨干生态

沟当中所设计的植物带可以达到有效降低水流速度以及增

加水流滞留时间的效果,这可以为植物吸收水分当中的养分

提供促进作用。

3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的应用
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具有良好的水体净化以及节

约灌溉用水的作用,因此很多地区都开始推广使用这一水利

系统。 以我国南方某地区实验区当中建设的节水防污型农

田水利系统为例,简单探讨其具体应用及应用效果。 该实验

区土质以粘壤土为主,土层厚度在 50cm 左右,该地区降雨量

比较充沛,但是却存在降雨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所以该地区

居民种植两季水稻时会出现水稻生育期干旱的问题,将居民

原本常使用的淹水灌溉、间歇灌溉以及两次氮肥施用情况下

的水量探测与实验区改造后的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应

用后的水量探测以及水中氮磷浓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节水

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不仅可以明显降低农田污染,还能够促

进水稻生长。 因此,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的应用可以从

根源上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并且还能够有效缓解农业用

水紧张的情况,最后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4　 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生产也应及时

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以此来改善农业生产过程的水资源浪

费以及水资源污染的问题。 农田生产过程传统的水资源灌

溉以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浪费和污

染情况,节水防污型农田水利系统通过构建四道防线可以明

显控制水体当中的氮磷元素等污染物,并且还能够降低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量,节约灌溉过程的用水量,这一系统的应用

对于农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提高均具有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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