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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节水高效农业简介

黄 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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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杨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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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司匀

摘 要 以色列 是世界上农业节水的典范
,

该文简要介绍了以色列节水高效农业的特征
,

包括

高效输水用水
、

节水创汇
、

雨养农业和新的水资源开发等
。

此外
,

对农业科研与交流的概况 也进

行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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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国外交部和我国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重点实验 室的共同资助下
,

作者

于 1 9 95 年 10 月 31 日至 1 9 9 6 年 2 月 5 日赴 以色列国参加
“

灌溉与土壤管理 国际高级培训

班
” ,

并访问了有关科研院所
。

现就以色列节水高效农业作以简要介绍
。

1 以色列概况

以色列位于西亚的地中海东岸
,

是连接欧
、

亚
、

非洲的枢纽地带
。

地形特征为
:

沿海狭长平

原
; 中部和东部为山丘河谷— 约旦河谷

,

有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死海
,

其海拔为一 3 99 m ;
南部

为干旱沙漠
,

占国土面积约 2 / 3
。

以色列建国于 1 9 4 8 年
,

现有国土 2
.

78 万 k m
, ,

人 口 5 1 9
.

6万
,

人 口中 90 %为城镇人口 ,

犹

太人占 81
.

6%
。

以色列国水土资源十分贫乏
,

生态环境十分恶劣
。

夏季炎热干旱
,

温度在 32 ℃

~ 3 8℃间
;
年降水量集 中在 n 月至次年 4 月间的冬季

,

但南北差异较大
,

北部加利利年降雨

1 0 0 0 m m 以上
,

南部内格夫沙漠区为 25 o m m 以下
,

最小区只有 25 m m
。

从全国看
,

60 %属干旱

① 收稿 日期
: 19 9 6一 0 4一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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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2 0%为半湿润区
,

50 %国土降雨少于 1 50 m m
。

全国现有耕地 6 56 万 h m
Z ,

其中灌溉地 32 1 万

h m
Z ,

占耕地的 49 %
.

就是在这种不利的 自然条件下
,

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

特别

是节水高效农业令世人瞩目
。

2 节水高效农业生产的特征

2
.

1 改善输水和用水方法
,

提高有限水的利用效率

以色列北部水资源占全 国 80 %
,

而可供灌溉的土地 {
,

二J
:

35 % ;
南部水资源只有 20 %

,

而

实际可供灌溉的土地占 65 %
。

为此
,

以色列国从建国初就开始建设北水南调的全国性水网工

程
,

从 1 9 5 3 年开工修建的国家供水 中心
,

每年从北部太 巴列湖 (加利利湖 )抽水 3
.

2 亿 m
, ,

通

过直径 2
.

7m 的压力管道
,

以 20 m
,

/ s 的流量将水输送到 1 3 k0 m 外的中部
,

再分出两条大致平

行的支管将水送到以色列南部
,

此项输水工程供给农业用水达 60 % 以上
,

而管道输水使水的

输送效率达 95 %以上
。

在农业用水上
,

以色列通过节水灌溉方法的改进与节水制度的推行而享誉世界
。

在灌溉方

法上
,

大力推行喷灌
、

滴灌以及微喷灌技术
。

特别是 70 年代 以来
,

滴灌面积增长加快
,

目前

8 0%以上灌溉农田为滴灌
,

10 %为微喷
,

5%为移动管线
。

根据作物和土壤类型设置的滴灌控制

系统
,

不仅解决 了喷灌过程中喷水量大于土壤入渗引起的地表水土流失问题
,

而且使用水效率

由喷灌的 70 %一 80 %提高到滴灌的 95 %以上
。

在节水制度上
,

主要是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实行

最佳供水
,

精确地把水灌在作物的需水关键期
,

减少供水中的浪费
,

将节约的水又用来扩大灌

溉面积
,

提高水资源的整体效果
。

据计
,

1 9 4 9 年到 1 9 8 9 年
,

以色列国农 田灌水量已 由8 53 0 m
,

/

hm
,

减 至 5 78 o m
,

h/ m
,

.

灌 水生产效 率 由 1
·

6k g / m
,

提高到 .2 3 2 k g / m
, 。

同期
,

灌溉面积 由

5 6
.

2 5 万 h m
,

增加到 5 2 1万 hm Z ,

增加 5 倍多
。

2
.

2 大力发展节水创汇高效农业

以色列根据本国实际和国际市场需求
,

借助享受欧共体和美国自由贸易的有利条件
,

大力

发展高效创汇农业
,

集中发展水果
、

蔬菜和花卉等高产值作物
。

通过出口赚取外汇
,

换回国内急

需的粮食
,

实现农业 良性循环
。

特别是新 品种选育
、

大棚温室和无土栽培技术
,

以及储藏保鲜技

术的综合应用
,

以色列的这些出 口产品质优量大
,

占有了一定世界市场
.

目前
,

仅花卉种植的大

棚温室面积就有 1
.

2 万 h m
, ,

年 出口鲜花 6
.

7 亿枝
,

占领欧洲鲜花市场 45 写以上
。

1 9 9 1 年
,

以

色列农产品创汇 n
.

59 亿美元 (其中花卉占 15 %以上 )
.

单位立方水创汇 由 1 9 4 9 年的 0
.

04 美

元上升到 1 9 8 9 年的 0
.

14 美元
。

2
.

3 重视发展雨养农业
,

提高降水利用效率

以色列雨养农业区主要采用工程集雨补充灌溉和优化农艺措施
。

在年雨量 20 0 ~ 40 o m m

的中部和东部山地丘陵区
,

采取筑坝引洪集雨工程
,

然后联合调度进行作物关键生育期补充灌

溉
。

在冬小麦种植区
,

一般采用集流种植和覆盖种植
,

即采用坑播机械在田间开挖 15 一 20
c m

见方
,

深 1c0 m 左右的小坑
,

作物种植其内
,

集中施肥
,

降雨时水分集流坑内供作物需求
。

在年

降水低 于 45 o m m 地 区
,

采 用覆盖麦草种植冬 小麦
,

小麦降水生 产效率亦可达 14
.

5一 18
.

0

k g / ( m m
·

h m
Z
)

。

2
.

4 积极开展新的水资源
,

增强节水高效农业的持续发展

以色列淡水资源利用率 已达 1 00 %
,

即使如此
,

年供水量仍比正常需水量少 2 亿多 m
, ,

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分需求
,

需求量缺 口 将会更大
。

因此
,

以色列国对新水源的开发极为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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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废水再利用
、

海水淡化及苦咸水灌溉等方面
,

已取得很大成就
。

60 %的城市生活废水都

经过 国家污水处理 中心
,

利用微生物氧化 池和 沙丘渗 滤等方法
,

使废水重新用于农田灌溉

( 8 5%用于灌溉棉花 ) ;海水淡化 已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

位于以色列南端的城市依拉特 (E h t )
,

全

市生活用水均为淡化处理的海水
;采用地下苦咸水灌溉内格夫沙漠中的棉花

、

小麦及大部分蔬

菜
,

其蔬菜 (如西红柿
、

西瓜等 )含糖量更高
,

别具风味
。

3 节水高效农业的科研与交流

3
.

1 节水高效农业与科研紧密结合

以色列水资源贫缺
, “

水贵如油
” 。

所以
,

无论是政府行为
、

法律制定还是公 民意识上
,

节水

的意识非常明确
。

在科研上
,

不仅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新方法
,

而且努力致 力于解决生产存在问

题
。

例如
,

对于滴灌带来的土壤盐碱化问题
,

主要研究植物对盐碱的生长适宜性和生理反应
,

选

育抗盐碱植物并合理布局
;在水资源管理的研究中

,

以 色列根据科学家确定的不同土地和不同

作物的需水量
,

来确定给于生产者的配水定额
。

在配水定额 内
,

85 %实行平价供水
,

另外 15 %

实行加价
,

而超出配水定额的水价
,

将提高 2一 10 倍
。

这样就有力地促进了节水高效农业的发

展
。

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0
.

9 以上
。

3
.

2 注重国际交流
,

促进科研水平提高与成果转化

以色列外交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 ( M A S H A V ) 和农业部农业研究组织 ( A RO )
,

是以色列

国在农业方面对外交流的两个主要组织机构
,

每年在以色列就举办国际培训班或专题研讨会

数 10 次
。

仅
“
灌溉与土壤管理国际高级培训班

”
自 1 9 6 9 年至今

,

每年举行 一次
,

已有 103 个国

家的 10 0 0 多名学者参加
。

以色列科学家充分利用这些国际交流活动
,

介绍与推广以 色列成功

的节水高效农业技术与成就
,

并因此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
,

以及南非
、

亚洲 (包括中国 )等地 区

建立广泛的合作项 目
。

通过技术转让和咨询
,

将 以色列的科研成就在世界各地广泛推广
。

另一

方面
,

以色列科学家亦不断吸收学习世界各地的最新科研经验
,

提高 自身实力
,

使农业科研水

平永远处于世界的最前沿
。

(上接 第 3 0 页 )

参 考 文 献
1 拜格诺 R A

.

风沙和荒漠沙丘物理学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59
.

51

2 朱朝云
.

土壤风蚀的野外实验研究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

198 7
,

1 ( 1 )
:
1 25 一 1 3 。

3 邹桂香
,

高宏智
,

董光荣
.

流沙地区沙通量的计算与观测初议
.

中国沙漠
,

1 98 6
,

6 ( 2 )
:
8一 15

4 S k id m or
e

E L
,

W in d e r o s i o n ,
I n

:

so il
e r o s io n r e s e a r e

h me
t h o d s ,

L a
l R

, e
d

.

6 7 0 0 A J W
a
ge

n in g e n ,

T h
e

N
e t h

e
lr

a n d
s ,

1 9 8 8
,

2 0 3~ 2 3 3

5 G ille t t e D A
,

G oo d w i n P A
.

M i e r o s e a
l
e T r a n s p o r t o f as n

d
s i z e

d so il a g g r e g a t e s e r o
d

e
d b y w in d

.

J
.

G
e o p h y s

·

R
e s

. ,

1 9 7 4
,

7 9
:
4 0 8 0 ~ 4 0 8 4

6 eB in h
a u e r R

,

K川 se B
.

oS i l e r o s iv it y b y w i n d i n m do
e r a t e e

lim
a t e s

.

E e o 1
.

M do
e
1

. ,

1 9 9 4
,

7 5 / 7 6
:
2 7 9一 2 8 7

7 F
r y r

ea
r
D W

.

W in d e r o s io n o n a r id e r o p 1a n d
.

cS i
.

R e v ie w
s ,

A
r id Z

o n e
R

e s e a r e
h

,

1 9 8 4
,

2
:
3 1~ 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