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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 1 100 m3，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

一［ 1］。水资源短缺已成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瓶

颈”，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水量逐年增加，

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为保障甘肃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开展水资源节约已刻不容缓。

在甘肃现有用水结构中，农业用水比例高达总用

水量的 82%［ 2］。所以，要实现水资源节约发展，

必先从农业入手发展节水农业，重点在于充分利

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高效利用灌溉水，以提高灌

溉水和降水利用率［ 3］；核心是在农业供水量不变

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利用工程、农艺、管理等综合

措施来提高农业用水的生产效益［ 4］。因此，发展

节水农业是提高水分利用效率、解决水资源短

缺、保证农业、生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

途径。

1 甘肃省节水农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甘肃对

节水农业发展更为重视，出台了一些有效政策，

增加资金、技术的投入，鼓励发展节水农业。同

时，节水农业在甘肃也取得了一定客观成绩，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存在不

少问题。

1.1 灌区水资源利用率低，水浪费严重

目前，甘肃省灌水利用系数为 0.35～0.40，而

发达国家已达到 0.70～0.90［ 5］，原因主要是对农艺

节水的重视不够，且节水灌溉技术与农艺节水技

术的耦合度不高，灌溉用水粗放，节水灌溉技术

水平低，作物水分利用率（WUE）平均为 0.67

kg/m3，而以色列已达 2.31 kg/m3［ 5］。

1.2 降水生产利用率低

甘肃省旱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粮食

产量低而不稳，对粮食生产的贡献少，普遍认为

干旱是农业生产的最大障碍。但是旱作区年均降

水量在 200～600 mm，折算到单位农田约有

1 950～5 850 m3/hm2，能基本满足作物对水分的需

求，所以说旱作区产量低的根本原因是降水利用

率低，大部分水以径流和无效蒸发形式损失，降

水的水分生产率只有 0.30～0.40 kg/ m3［ 6］。

1.3 节水管理体制不健全

水资源缺乏宏观调控。过度的开发利用地表

水、地下水，较少考虑到降水，这种做法造成江

河干涸、地下水位下降、生态恶化；上游用水过

量，导致下游绿洲大面积萎缩和荒漠化。用水结

构不合理，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74.2%，挤占了

工业、生态等方面用水。灌溉管理不到位。工程

老化失修严重，灌溉制度落后，部门间缺乏协调。

资金投入不足，来源单一，节水技术服务不到位。

有关节水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等。

2 发展节水农业的主要措施

2.1 推广节水农业新技术

甘肃省灌溉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和沿黄河

流域地区，依靠祁连山雪水灌溉和黄河提灌。大

摘要：分析了甘肃水资源现状、社会经济水平、节水农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甘肃水
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为推广节水农业新技术、由单项节水技术向综合技术发展、加强灌区管理水平等。

关键词：水资源；节水农业；节水技术；甘肃
中图分类号：S-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6）03-0073-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03.025

甘肃省节水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刘成林 1，张 明 2，巴玉春 2

（1. 甘肃农业大学工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 甘肃省民乐县洪水河管理处，甘肃 民乐 734500）

7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3 20162016 年 第 3 期甘肃农业科技

部分旱区虽年内总雨量满足作物需水量，但由于

季内分布不均，造成作物某一生长期的缺水，所

以，面对当前水资源现状，推广节水新技术，提

高灌溉水和雨水利用率是节水增产的关键。目前

可适用于甘肃的节水新技术有以下几种。

2.1.1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 渠道防渗投资高、

施工量大，在大中型灌区改建和续建中应以管道

输水代替明渠输水，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渗漏和蒸

发损失。研究表明，低压管道输水投资低、管理

方便、省工省能、比土渠节水 30％、比防渗渠道

节水 5%、比明渠节省土地 2%，渠系水利用系数

可达到 95%［ 7 - 9］。

2.1.2 地面节水灌溉新技术 为提高灌水均匀度

和田间水利用系数，减少灌水定额，应采用地面

节水灌溉新技术，如水平畦灌、长畦分段灌、波

涌灌等优化畦灌技术；垄沟灌、波涌沟灌等节水

型沟灌技术；膜上灌、膜孔沟灌等覆膜灌溉技术；

激光平地、田间闸管灌等地面灌水技术［ 10］。

2.1.3 微灌高效节水技术 微灌节水效果巨大，

但投资相对也较高，可在有经济条件的地方推广

应用。研究表明，滴灌比地面灌溉节水 70%～

80%；膜下滴灌比常规沟灌节水 50%左右，节水

潜力大［ 11］。在应用中应提高设备配套水平和生产

规模以增加生产效益。

2.1.4 控制性分根交替灌溉技术 它是根据研究

作物根系对水分的反应机理而提出的新理论、新

方法［ 12］。近年来在大豆、葡萄、马铃薯等作物上

的试验研究表明，与常规灌溉相比，根系交替灌

溉促进根系的生长，提高了根系的吸收能力，降

低了蒸腾速率；灌水量大大减少，只有常规灌溉

的一半左右，明显提高了水分利用率，而作物产

量的降低并不明显［ 13 - 16］。

2.1.5 调亏灌溉技术 调亏灌溉即在作物生长发

育阶段（主要是营养生长阶段）主动施加一定的有

益水分胁迫，进行有益的亏水锻炼后，促使作物

光合产物的分配向人们需要的组织器官倾斜，以

提高其经济产量［ 17］。研究表明，合理把握调亏的

程度、时期、间隔，不但作物不减产，而且可提

高作物WUE，还有利于果实品质的提高［ 18］。

2.1.6 雨水收集与利用技术 降水是干旱地区最

主要的水源，充分利用雨水进行控制性灌溉和发

展旱作农业，成为干旱地区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有

效途径［ 19］。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雨水收集技术收

集雨水［ 20］，形成集雨（庭院、屋面集雨、道路面集

雨、天然坡面集雨、人工集水场集水、修坝截水、

田间集雨）+输水（渠道、管道）+蓄水（水窖、水池）

系统。然后在作物遇到干旱期缺水时进行输送补

溉。

2.2 由单项节水技术向综合技术发展

目前，甘肃大部分地区的节水技术过于单一，

应从水源、输水过程、田间（主要在整个 SPAC系

统过程中实现节水）和排水等整个过程中实现综合

节水，从而应该建立一套综合节水技术体系。这

套综合节水技术应很好的综合，水源保护技术、

渠道高效输水技术、先进农艺节水技术、高效管

理技术和水循环利用技术。其中农艺节水成本低，

对农田生态系有改善作用，节水效果明显，其主

要技术如下。①水肥耦合技术。水分和肥料都是

作物生长必需的物质，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养分供应适量时增强水分吸收能力，提高作物

WUE和产量。②加快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有

利于提高土地经营效益、经济效益和灌溉效率。

③调整作物结构。以提高单方水效益为目标调整

农业结构，压粮扩经，压缩高耗水的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发展特色产业、设施农业。④抗旱品种

选育，从育种的角度节水。通过生物工程、转基

因、DNA重组技术培育抗旱、抗逆、优质的种质。

⑤化学节水技术。施用增温保湿剂、抗旱剂、保

水剂、种子包衣剂等。⑥覆盖、耕作蓄水保墒。

秸秆覆盖、地膜覆盖等平均可节水 15%～30%，

增产 20%～40%；少耕免耕、深松耕、耙耱、镇

压等节水效果也较明显。⑦高效种植技术。通过

间作、套种等栽培方法，最大程度的利用水、肥、

光、热等资源［ 21 - 23］。

2.3 加强灌区管理水平

国际公认，灌溉节水的潜力 50%在于管理［ 6］。

目前甘肃省的节水农业出现“重建轻管”的局面，

导致节水的整体效果不佳，需要建立与灌区生产

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3.1 加强水资源宏观调控 建立以流域为单元

的统一管理，做好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的联

合调度，合理分布水资源在上下游中的比例和在

第一、二、三产业中的比例［ 24］。

2.3.2 加强灌溉管理 采用现代先进的用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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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系统、输配水自动量测及监控技术、水土

资源评估及土壤墒情测报技术、作物信息自动化

采集技术、3S技术等精细灌溉技术［ 25］，加强水源

工程、渠系工程以及田间工程的养护、维修、续

建、改建以及重要工程防汛、抢险等工作，保持

输水畅通，保证灌水有效的进入田间。根据作物

的需水规律，制定科学的灌溉制度，总量控制、

计划用水，合理灌排等，实现灌区系统性管

理［ 26］。

2.3.3 建立健全节水方面的政策、法规 加大对

节水事业的政策型支持，以更加严厉的法律对水

资源进行保护，完善奖惩机制；完善水权交易相

关制度，制定合理的水价和水费计收方式，发挥

水价经济杠杆的作用。

2.3.4 推广节水新技术 我国与以色列农业的差

距，表现为技术落后、农业结构不合理和组织方

式落后，而最主要的还是节水意识不高［ 26］。因此，

在甘肃应大量建立农田灌溉试验站和农技推广服

务站，加大节水新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

调动农民节水积极性，从而使先进节水技术得以

广泛和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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