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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鼠道排水治渍增产示范工程总结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任务来源： 

成果摘要： 

    为了彻底改造渍害低产田、增强农业后劲，并为黄淮海平原改造渍害低产田创造及积累经验，实现中央提出

的开发黄淮海、改造低产田的战略目标，1989年下半年，水利部科技司下达改造黄淮海地区渍害低产田的任务，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会同江苏省水利厅，对苏北黄淮海平原进行调查研究和实地查勘，最终决定在江苏淮安市采

用鼠道排水治渍进行低产田改造的推广示范工作，计划从1989年开始，利用5年时间，完成鼠道排水0.8万hm2任

务，并同时开展鼠道排水试验，建立试验田约lOhm2，核心试区1.2hm2，在试验田进行不同布局的鼠道排水试验，

测定地下水位、土壤含水量、降雨、蒸发等并积累资料，全面论证鼠道排水治渍的功效，从而选定最合适、最经

济的鼠道排水布局，为淮安市及其他类似地区农田水利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5年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紧密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探索大面积推广鼠道的施工技术和运用管理方法。初步总结，取得下列成果： (1)5年内按计划

累计建成鼠道田0.8万hm2，粮食生产获得了大面积的增产。据实测平均，小麦单产增加10.5％～15.5％，水稻单

产增加9％～11.2％，共增产粮食2 000万kg(1990年～1992年)，若按1994年价折合人民币2 038.7万元，今后预计

每年可增产1 200万kg，粮食增产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打鼠道的积极性。 (2)进行了野外小区试验田的观测试

验，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了整理分析，为鼠道示范工程的建设及推广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根据，也进

一步充实了农田排水理论。 (3)进行了室内数学模型计算及理论分析探讨，提出了一套鼠道排水间距及地下水位

变化的计算公式，为今后类似地区开展鼠道工程规划设计提供了新的计算方法。 (4)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鼠道施

工管理制度，市、乡、拖拉机手三级承包制，实现了以机养机的良性循环，保证了机具长期滚动使用，奠定了鼠

道排水技术巩固和发展的可靠途径。采取国家将拖拉机及鼠道犁租给拖拉机手，而拖拉机手负责每年承包的鼠道

田，5年后拖拉机归个人所有的承包办法。 (5)举办了多期培训班，基本上每年举办一次，由科技专业人员讲课，

并请技师具体指导施工操作技术及维修管理技术，学员由各乡村负责选派，课堂就在田间，学员们边听边操作，

效果很好。3年共办了3期培训班，为淮安市各乡镇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为今后大面积推广打下了基础。 (6)

在施工中通过不断摸索，进行了机具的革新与改造，大大提高了工效，降低能耗并延长了机具的寿命。 综上所

述，该项研究不仅为农业增产开创了新局面，为淮安市农业上新台阶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今后全国低洼地区渍

害田的排水改造起到了重大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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