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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仑：发展半旱地农业缓解我国北方缺水压力 

 

我国推行节水农业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已采取的措施对缓解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状况

的总体效果还不够显著，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快发展速度。我们通过借鉴先进县

市成功经验，总结已有科研成果，听取有关专家意见，并参考国外农业用水状况后认为，在保

持农业生产以正常速度增长的同时，利用15年时间，即到2020年前后，形成后节约1000亿m3
灌溉用水能力是有可能做到的。这一估算结果较现有规划高出1/4~1/3，约相当于当前农业用

水量的1/4，如能实现不仅可明显缓解工业和城市用水，支持生态用水，其中一部分还可以继

续高效率地用于农业。但仅靠现行的节水灌溉技术和投入力度，实现这一目标还是有困难的，

为此，必须采取新的举措。 

举措之一就是在北方半湿润和半干旱缺水地区发展半旱地农业。什么是半旱地农业？长期以来，农业用水不外采取两种

做法，要不就是旱地农业，要不就是灌溉农业，实际上它们是互通的，应当把灌溉地和旱地看作是一个连续系统，两者都以充

分利用自然降水为基础，都用单位水量形成多少生产量来评价，因而在两者之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这就为推行节水农业扩展

了更大空间。如果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将半旱地农业理解为在运用旱作技术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进行少量水补充灌溉

的农业。其目标可归结为：在半湿润的缺水灌区保持灌溉农田高产的同时，做到大量节约灌溉用水；在半干旱的旱作地区通过

雨水集流等措施对部分农田实施补充供水，以达到显著增产。灌溉或补供水的数量因地而异，前者的低限可考虑在每亩

100m3左右，后者每亩40m3左右。从大量节约灌溉用水出发，显然应当以前者为主。 

     建议当前将研究与实施半旱地农业的重点放在黄淮海的缺水灌区。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特别是小麦生产基地，

但同时又是水资源严重紧缺地区，人均、亩均水资源占有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建国以来这一地区农业发展很快，但农业用

水也增长迅速。以山东为例，灌溉面积已达建国初期的7倍，占到耕地面积的70%；另一方面，黄淮海平原大部分属于适宜于

农业的典型半湿润地区，年平降水量650mm左右(不同地区变动在550mm~850mm之间)，总量约相当于可控水资源量(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3倍，其增产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根据上述情况，本地区应提倡实行“水地旱地并重，以丰年补欠年”的农业用

水方针，而发展半旱地则是实施这一方针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具有农业用水战略性调整含义。 

     在黄淮海半湿润区较大幅度提高降水生产潜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专家估计，该地区约有1/3年份降水对农业生产基本

上是适宜的，1/3年份降水不足造成一定减产，1/3年份干旱导致严重减产。生产和研究都表明，在其他条件大体一致的情况

下，本地区现阶段旱作产量相当于灌溉农田的70%左右。2005年，山东省灌溉小麦高产记录为亩产735kg，旱作小麦高产纪

录为605kg，两者相差21%，但全省平均亩产仅约为350kg，说明深入挖掘、广泛推行旱作— —充分利用降水技术的必要性。

另外，就灌溉农田本身而言，在保持高产的前提下大量节约灌溉用水也是可以做到的。山东恒台、河北吴桥、栾城等地的经验

都表明，低灌溉定额下实现小麦高产没有问题。李振声院士经过调查后也认为：有的节水小麦品种“只浇一水，亩产达10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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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可信的”。可见，在黄淮海缺水灌区推行半旱地农业有其一定的实践基础。 

     推行半旱地农业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我们研究证实：(1)水分亏缺对与产量形成相关的各个生理过程的影响程度不

同，其中生长对干旱反应最敏感，物质运输最为迟钝，这为主动调节水分供应成为可能；(2)不同作物和品种的抗旱性和水分

利用效率(WUE)存在显著差异，小麦进化过程中WUE有递增趋势，培育高WUE品种能够实现；(3)作物不同生育阶段对干旱的

敏感性不同，有些作物生育前期和后期适度控水对产量形成有利；(4)作物WUE高值往往是中等供水条件下，而不是在充分供

水条件下获得的；(5)在变水环境中生长的作物较在恒水条件下生长的作物对干旱的来临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从国内外已有研

究结果可以取得这样的认识：干旱缺水并不是必定降低产量，许多作物在一定生育阶段经受适度水分亏缺可能对节水和增产都

有利。其机理可以解释为：干旱缺水对作物有一个从“适应”到“伤害”的过程，不超过适应范围的缺水，往往复水后可以产生生

理、生长和产量形成上的补偿效应，在节约大量用水的同时，最终产量基本不受影响。依据这一原理已在若干试验点上采取了

有限灌溉、根系分区交替灌溉等措施，取得初步成功。 

     半旱地农业在黄淮海平原缺水灌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应当看到，作为农业用水制度上的一大变革，半旱地农业建设

又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严格的区域性和一定的风险性。建议先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在现有种植模式下进行系统的试验与示

范，而后逐步推广应用；同时，应组织力量就有关科技问题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1)建立节水型农业结构，使抗旱节

水作物在种植体系中占到一定比例，科学确定一个地区的复种指数；(2)采取适应性种植技术，根据降水时空变化确定实行旱

作或灌溉的适宜时机；(3)依据作物需水规律的详细资料，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精确控制灌溉，将灌溉定额降至最低限度；(4)应

用基因工程和常规育种相结合的方法培育耐旱、高水分利用效率的新品种；(5)以中、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农业灌溉水资源的统

一管理与调度。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将为建立半旱地农业生产体系、节约大量灌溉用水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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