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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缺水趋势下灌溉农业怎样高效用水（李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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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我国农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从1949年到1998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灾面积为

3．24亿亩，约占全国播种面积的17％。到1998年底，我国有效灌溉面积为8．01亿亩，虽

然生产了占全国67％的粮食、60％的经济作物和80％的蔬菜，但却耗费了大量的灌溉用

水。据估算，2000年我国农业年用水量高达4000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总用水量的69％。在

水资源短缺的条件下，灌溉农业能否实现高效率用水，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持续发展。为

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灌区内的降水资源。灌溉水资源一般包括降水、地表水（库水或河水）

和地下水。以前，灌区一般注重通过修建灌溉工程尽量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而对本地降

水的充分利用重视不够。实际上，对一个灌区来说，直接利用降水供给作物用水，是投资

省见效快的最好途径。我国多年平均降水总量为6．19万亿立方米，但目前直接为作物利

用的效率很低。为了充分利用降水，灌区应在雨季前多用井灌，以便腾空地下水库容，有

利于雨季补充地下水；同时，应在田间采取耕作保墒措施，增加土壤蓄水能力；另外还可

以采取优化作物种植结构等农业措施，尽可能做到作物生长与雨热同步，提高降水利用

率。 

二是调整灌区的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来适应灌区的水源状况，可以发

挥灌溉用水的最大效益。因此，对灌区水资源进行高效利用，首先要优化灌区内作物种植

结构。在容易受旱的北方灌区，春旱缺水，但却是小麦需水的关键时期，所以北方应在满

足粮食生产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压缩小麦的种植面积，增加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

积；水稻为需水量最大的粮食作物，目前，在各引河灌区内占有相当的种植比例。因此，

在灌溉水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应下大力气压缩水稻的种植面积。随着我国农业

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满足粮食生产的基本要求下，压缩粮食种植面积并提高其品

质，增加饲料作物、经济作物、林果、蔬菜和名优特产作物的种植比例，错开用水高峰，

增加产值，是灌溉农业高效用水的发展方向。在我国西部，目前一些流域的上游地区盲目

开垦，大规模发展灌溉面积，造成下游断流并大面积荒漠化，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因

此，这类地区要在留足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以水定灌溉面积，超出水源承载能力的灌溉面

积，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三是采用非充分灌溉制度。按照满足作物需水要求和程度，我们可将灌溉分为充分灌

溉和非充分灌溉两种。充分灌溉是指水源供水充足，能够全部满足作物的需水要求，此时

的最优灌溉制度应是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及气象、作物生长发育状况以及土壤墒情等，对农

作物进行适时、适量的灌溉，使其生长条件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且不产生地面径流

和深层渗漏，这样既确保获得最高产量，又具有较高的水分生产率。而非充分灌溉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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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制度是在水源不足或水量有限的条件下，把有限的水量在作物间或作物生育期内进行

最优分配，确保各种作物水分敏感期的用水，减少对作物水分非敏感期的供水，此时所寻

求的不是单产最高，而是全灌区总产量最高或产值最大。 

当前，由于灌溉水源日趋紧张，因此在大多数北方灌区，应该推广应用非充分灌溉制

度。对于小麦、玉米连作区，可以减少小麦苗期的灌水量，一般每亩可减少50立方米。玉

米灌水次数少，不宜采用非充分灌溉。棉花可在苗期或絮期减少灌水量，一般每亩可减少

50立方米。水稻可以在分蘖期减少灌溉水量或不灌。采用非充分灌溉后，一般单产会有所

降低。因此，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应该经过充分论证比较后，通过采取非充分灌溉，在适当

降低单产水平下扩大灌溉面积，使灌区总产得到提高。 

四是因地制宜地选用节水灌溉技术。目前，适用于我国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节水灌溉技

术有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田间节水地面灌溉等。当前，我国传统的以

沟灌、畦灌为主的地面灌溉面积占到总灌溉面积的97％，从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来看，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以地面灌溉为主，因此田间节水地面灌溉技术应重点推广应

用。田间节水地面灌溉技术主要有大畦改小畦、长沟改小短沟、平整土地、坐水种等，是

投入少、见效快、农民易掌握的节水技术，应大规模推广应用。对于其他节水灌溉技术，

各地应严格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选择。 

五是节水灌溉与农业综合技术相结合。过去发展农业高效用水，往往只注意单项的工

程技术，而没能很好地将农业增产措施予以配套，因此经常出现虽然节水但增产增效并不

明显的现象。与工程节水技术配套的农业技术主要有水肥同步供给技术、利用耕作措施调

控农田水分技术、覆盖保墒技术、选育耐旱高产品种等。各地应根据不同灌区类型的特

点，在大力推广节水工程技术的同时，选用适宜的农业综合技术措施，提高水分生产率，

提高节水增产效益。 

六是改革灌区的用水管理。实现灌溉农业高效用水，需要有一整套用水管理政策、法

规、制度来做保证。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灌区用水管理进行改革。首先是明晰产权，实行企

业化管理，强调用水户参与。对于大、中型灌区，可将工程管理单位改造为国家控股公

司，用企业化方式管理和经营水利资产，确保其保值和增值。对于小型灌区，可通过股份

合作制、拍卖、承包和租赁等不同方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达到搞活经营和管好灌区的目

的。大、中型灌区要积极推广用水户参与管理的经验，在支渠以下建立农民用水户协会，

负责支渠以下灌溉工程的运行管理。其次要结合灌区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农业水价体系，

促进节水。当前，灌区的农田灌溉水价不到实际成本的三分之一。水价太低使农民不爱惜

水，不舍得购买节水灌溉设备；使灌溉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入不敷出，反而鼓励农民多用

水；导致水利工程难以维修更新，工程老化失修，效益日趋下降。为此，应尽快制定合理

的水价政策，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分阶段、分管理范围提高水价，达到按成本计价；全

面实行计量收费，对超标准用水，加倍收取水资源占用费，将灌溉用水纳入市场经济管理

和法制管理轨道；要加快研究和制定可操作的水权交换机制，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水资源

的最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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