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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马兰 

内容简介： 

    (1) 任务来源 

    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南水北调河南段节水农业技术研究，项目编号0224090004  

    (2) 应用领域和技术原理 

    本项目属于农业生产节水灌溉技术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水资源供需状况、水资源利用情况的分析，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选择
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试点，制定适合当地生产条件的节水技术方案，通过试验研究确定适合河南省主要农业生产
区的节水灌溉技术。 

    (3) 性能指标 

    试点区实施本项目后的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节水增产效益为10. 55万元; 

    项目区节约土地1.9公顷； 

    省工效益2. 8万元； 

    项目实施后的综合经济效益为13. 5 6万元。 

    (4) 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 

    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资源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外非常重视对农业节水的研究并且起步
较早，20世纪60年代对低压管道输水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前苏联、以色列、日本相继进行了相
关领域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从事节水灌溉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70年代，1970年国家节水灌溉技术列为重点科研项目。1970年国家
将喷灌技术列为重点科研项目，组织水利、农机、农业等部门联合攻关，1978年又将其列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计划，有力地
推动了节水灌溉技术的快速发展。间虽几经波折，但全国喷、微灌面积仍稳定在80万hm2左右。我国的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
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七五”期间，水利部组织了专项科技攻关，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取得了较为丰
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成本高、推广难的问题。 

    本项目在工程规划设计方面，运用系统工程理论进行优化设计，使工程建设更加经济合理。根据内黄县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及农业生产条件，采用投资修建节水工程是发展节水农业的主要措施，而采用低压管道节水技术对豫北平原乃至黄淮海平
原都具有代表性。 

    用水资源紧缺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农业是我国的水大户，用水总量4000亿m3占全国总用水
量的70%，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3600～3800亿m3，占农业用水量的90%～95%。根据权威部门的预测结果，在不增加现有农田
灌溉用水量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缺水高达1300～2600亿m3，其中农业缺水500～700亿m3。若将农田灌溉水的利用率由目前
的45%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70%，则可节水900～950亿m3，如同时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农业节水后不仅可满足7亿t左右的食
物生产用水，还能节约出400～500亿m3的水量用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重要行业。这无疑会对未来的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安
全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农业节水不仅是河南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也是全省农业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短缺、水土资源配置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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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形势所决定的。农业节水对保障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和作用。河南省农业缺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节水予以解决，加强对全省节水农业技术的研究，以科技创新促进生产
力发展，建立与完善适合省情的现代节水农业技术体系，将成为促进我省节水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 

    (5) 成果的创造性、先进性 

    该项成果的创新性在于，针对河南省节水农业发展，进行全面和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不但提出了丰富的对策措施，而且
提出了部分关键技术的详细内容，这在一些基础性研究项目中是不多见的。本项目技术达到国内同领域的先进水平 

    (6) 作用意义 

    本项目是研究河南省节水农业技术，其目的在于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宝贵的水资源，改变河南省农业用水陈旧、落后的方
法与习惯；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经验，使该区域内的农业结构更趋合理，农业用水技术更加有效，水资源充发挥更大经济
效益。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年增加效益13.56万元，使当地农业向优质、高产、高效、无公害生态农业方向发展，从而为河南
一优双高农业、外向型农业、商品农业等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