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卷第 5期
2005 年 10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 of So 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Vol. 25, No. 5
Oct. , 2005

收稿日期: 2004-12-20

资助项目:西北半湿润渠灌区节水农业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 863)课题( 2004AA2Z4140)

作者简介:汪有科( 1956 ) ,男(汉族) ,甘肃省民勤县人,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节水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示范。电话( 029) 87019148,

E-mail: GJZw yk@ vip. sina. com。

杨凌节水农业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

汪有科
1
, 马孝义

2
, 娄宗科

2
, 马理辉

1, 2

(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陕西 杨凌 712100;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介绍了杨凌节水农业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区建设的设计构想。示范区设计以现有节水农业

技术在西北半湿润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研究为基础。通过技术筛选、技术集成及示范, 形成规范化技术

标准。在综合分析节水示范区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基础上, 对节水技术进行组装凝练, 建设综合节水示范

区,监测示范区的农业和生态用水变化状况, 评估节水效益; 探索渠灌区节水农业综合示范区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 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节水农业技术集成和发展模式, 形成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示范区建设、运行

与管理机制;建立示范区节水效益评估方法及监测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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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project on integ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w ater-saving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tech-

nological system w as int roduced. Based on adaptability and maneuverability of applied w ater-sav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he northw est hal-f humid region, the standardizat ion technological system w ill be formed through se-

lection, integrat ion and demonst rat ion on various w ater-saving techniques. ( 1) To assemble the technology of w a-

ter-saving and construct the comprehensive water-sav ing demonstration zo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a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 2) To supervise the change of water-savings in agriculture and zoology, and then evaluate their

benefit . ( 3) T o explore the directorial system and running method of the w ater saving agricultural demonstration

zone. ( 4) To form a set of correspondingly intact integrat 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water-sav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 hen the const ruct ing, running and managing system of demonst rat ion zoon, w hich contracts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w ill be formed. And the method of evaluating the w ater-saving benefit and the system of su-

pervising indexes w ill be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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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区基本情况

项目区所在地位于宝鸡峡二支渠的国家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内,地理位置东经 108 07 , 北

纬 34 20 ,东距西安市 89 km, 西距宝鸡市 90 km。

属温带半湿润气候, 多年平均降水量 637. 6mm,

蒸发量 1 110mm, 平均气温 12. 9 ,年温差 27. 3 ,

历年最高温度平均 38. 5 , 极端高温 42 ,最低气温

平均- 13. 4 ,极端低温- 19. 3 , 无霜期 221 d,

0 积温平均为 3 185 , 10 的积温平均为

4 185 。最大风速在 12~ 17 m/ s之间, 全年以东风

或东南风最多, 其次为西风或西北风, 11 翌年 3 月

以西风、西北风较多, 其余各月盛行东风或东南风。

目前仍以农业为主, 但乡村企业、家庭副业发展

迅速。全区共有乡村企业 89 个, 总产值 8. 48 107

元。农民家庭副业以养殖业为主,主要饲养猪、鸡、奶

牛,同时, 还有农产品加工和商业等服务业。2001

年,全区塑料大拱棚蔬菜栽培面积 73. 3 hm
2
,日光温



室蔬菜栽培面积 8. 0 hm2。全区农业总产值 8. 34

107 元, 2001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1 910元。

2 项目建设方案

2. 1 建设地点与规模

2. 1. 1 综合试验区 以技术依托单位已建的国际节

水灌溉博览园为基础建设,主要为各种节水技术的适

应性与标准化研究提供平台, 也为各项节水技术的筛

选、展示与集成提供科学依据。主要包括技术的展

示、技术的研究与筛选,技术的集成 3个内容,并作为

综合示范区建设的基础。

2. 1. 2 重点示范区 重点示范区作为综合示范区中

以应用先进节水技术为主题的高效节水产业工程示

范区。它是根据杨凌示范区农业发展规划设计,按杨

凌农业产业功能模块区划在此建立节水和高经济收

益双赢产业,培育节水涉农企业, 为当地及周边实现

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示范功能。

2. 1. 3 综合节水示范区 作为本课题的主体示范

区。它是以渠道灌溉为主导,包括地面灌溉技术、管

理节水技术、化控节水技术、覆盖节水技术及生物节

水技术等。为广阔的大田灌溉及传统农户示范经济

实惠的节水技术。

2. 1. 4 节水技术辐射区 在综合示范区周边地区,

宝鸡峡灌区内建立节水技术辐射区, 将本课题实验、

示范中已有的成熟且适宜周边地区的技术进行推广。

同时本课题的技术辐射区也包括在更广阔的区域(外

县、外省)推广单项或集成技术体系。

2. 2 主要研究内容

依据我国西北半湿润渠灌区节水农业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共性问题,重点开展渠灌区节水农业技术区

域适应性与标准化研究、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区建设

模式、灌区农业与生态用水监测与节水效益评估, 以

及渠灌区农业高效用水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等方面

的研究,本项目研究内容设计如图 1所示。

图 1 项目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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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渠灌区高效输水工程技术[ 1] 重点开展规

范化渠道衬砌防渗抗冻结构形式、高性能低成本土壤

固化剂及其复合结构、特殊土渠道防渗技术研究。

筛选出适应西北半湿润地区的渠道结构、材料。

提出规范化渠道衬砌设计模式与施工工艺。

研究高性能、低成本土壤固化剂及其渠道防渗复

合结构,提出适宜应用的土壤固化剂衬砌新材料。

研究筛选出经济合理、工程使用寿命较长的特殊

土渠道防渗工程设计方法和主要技术参数。

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管道输水适宜应用的

地形条件、最大含沙水流、优化设计方法及其渠道与

管网联合运行模式等。

2. 2. 2 灌区量、配水优化调度技术[ 2 3] 重点开展

灌溉用水优化调配方案及多泥沙渠道量水、控水技术

在渠灌类型区的技术适应性及标准化研究。

研究适用面广、可操作性强的渠灌区水分配技术

方案,开发出相应的通用化灌溉用水辅助决策软件。

研究筛选多泥沙渠灌区不同类型渠道的量水建

筑物,提出通用化、系列化、标准化渠系量水建筑物优

化设计方法。

研究出简易新型自计式量水仪器、斗分渠量水控

水一体化设备、灌区干支渠远程自动量控水设备。

2. 2. 3 经济型灌水技术 结合灌区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以节水增效为目标,重点开展低成本的地面灌水

技术和高投入的喷微灌技术等经济效益化研究。

研究畦灌、沟灌、覆膜灌溉技术、储水灌溉技术参

数、增渗材料、非充分灌溉制度,筛选出经济型地面灌

溉技术。

研究灌溉技术与种植收益的关系, 选定不同种植

业获得高效益的适宜灌溉技术。

2. 2. 4 节水型农作制度与农艺节水技术 以同步实

现灌区水肥高效利用为目标, 着重研究渠灌区节水高

效型作物种植结构、优化种植模式, 提出示范区节水

高效型作物布局方案与配套的种植模式;在农艺节水

技术方面,着重研究同步实现水肥高效利用的作物覆

盖保墒技术以及配套的耕作技术, 提出渠灌区作物节

水高效型耕作技术体系。

2. 2. 5 技术体系集成 以上述单项技术在渠灌区的

适应性及标准化研究为基础, 开展渠灌区节水农业技

术体系集成研究,形成技术集成模式, 为建立综合节

水示范区提供依据。

( 1) 田间灌水技术集成:粮食作物。经济型地面

灌水技术+ 高水分利用效率品种+ 水肥耦合技术+

田间量控水技术经济作物:新型灌水技术+ 水肥耦合

+ 水肥信息监控

( 2) 输配水技术集成:井渠联合运用+ 渠道衬砌

+ 渠系量控水技术; 井渠联合运用+ 骨干渠道衬砌

+ 管道输水+ 量控水技术。

( 3) 管理节水技术集成: 水管理体制+ 灌溉制度

+ 水价调控。针对杨凌区特点,将上述输配水集成技

术、田间灌水节水集成技术及管理节水集成技术进行

组装,建设综合示范区, 最终形成西北半湿润渠灌区

(杨凌)节水农业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项目宏观

模式。

2. 3 示范区建设模式

根据本示范区建设内容和建设方式及运行机制

等特点,本项目的实施将按以下模式进行示范区建

设,可以在我国不同地区推广。

2. 3. 1 设施农业节水模式 以经济蔬菜或经济林果

为主, 运用现代高科技农业技术追求新、奇、特品种,

高投入,高效益, 实施高效率管理和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以喷微灌技术为主。

对效益较低的品种也可采用沟灌、膜上(下)灌及

管道灌溉技术。其经营者多为企业或农民协会,企业

化经营是其高级阶段。

2. 3. 2 大田林果节水模式 以杂果(桃、李、杏、梨、

樱桃等)为主,多采用高密度集约化经营, 管理精细,

灌溉方式为沟灌、喷微灌, 经营者初期为散户较多, 随

着产业的扩大逐渐走上企业化经营,公司+ 农户的经

营机制较为适宜。

2. 3. 3 大田作物节水模式 主要针对传统种植业,

大田作物是种植业的主体,这种产业市场影响的波动

较小,它仍是今后我国农业的主流,它的节水方式主

要为改进地面灌和提高渠道输水防渗能力推行灌溉

定额。虽然目前全国都在面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但

今后传统的大田作物灌溉仍占主流。这种模式的发

展宜以政府引导为主, 即采用政府+ 农户的方式, 农

户自主经营。节水技术以+ 量控水地面灌+ 农艺节

水为主。

3 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
[ 5]

3. 1 组织管理

为保证课题的顺利实施和高质量完成综合节水

示范区建设任务,要做好方案实施组织、技术、监督等

工作。

在课题管理组织上, 成立由陕西省政府、省科技

厅、水利厅、农业厅、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等多方面领导

参加的项目管理委员会。项目管理委员会是项目的

最高领导机构,它对国家科技部负责,重点负责项目

地方经费的配套, 项目实施区及推广区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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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指导。成立由杨凌区主管领导为首的示范区工

程建设领导办公室。它对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主要

负责示范区工程建设的任务, 包括工程进度计划、工

程招标实施、落实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或人员。另外也

负责示范区建设中的组织实施与协调、监督、统筹管

理。为了高质量示范区建设任务, 要在节水示范区建

设协调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课题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落实课题协作单位之间的年度具体任务、落实课题组

人员的具体任务及年度考核指标,实行目标责任制,

年度考核制。对课题中的关键技术、示范区及经费

支出进行宏观控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家组对课

题进展情况会审,规划设计, 检查和督促课题组成员

及课题执行情况,对年度课题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总结

并提出下一年度规划。

3. 2 运行机制

示范区整体运行机制的核心是建立符合市场经

济规律的新机制,它包括课题管理领导层管理机制、

课题技术组管理绩效机制、工程建设和管理机制、节

水技术推广机制、节水产业培育机制以及民营企业、

协会发展机制等。课题组将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完

善发展示范区的机制体系。

3. 2. 1 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服务机制 节水示范区

建设项目是根据国家农业发展战略需求而设置的。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计划经济的行为将

被市场经济行为所代替, 示范区内的节水技术推广也

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符合市场需求的原则, 所

以我们应建立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服务机制。我们

要认真分析国内节水市场的特点、发展趋势, 寻求不

同区域最需要的技术从而提供技术服务,进行技术推

广,并建立技术服务队伍进行长期技术指导、施工指

导和跟踪服务。

3. 2. 2 建立良好的推广用人机制 在市场中推广技

术和推销产品一样, 需要宣传、介绍,甚至需要进行技

术推广人员具有 营销 的技能, 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

一支善于推广技术的人才队伍。建立这样一支队伍仅

靠现有课题人员是不够的,我们要建立一套新的推广

用人机制,要通过事业用人、感情用人、利益用人等灵

活用人机制来构建技术队伍,形成节水技术推广网。

3. 2. 3 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 市场往往需要最

先进的技术和最适宜的技术,这些技术往往不是现成

的技术,而是要经过一定的创新后才更有应用前景。

我们项目组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技术,然后经过适应

性研究和改进、组装、集成创新,形成适合我国市场需

求特点的单项或集成节水技术储备。要实现这一点,

就要形成良好技术创新研究机制。

3. 2. 4 倡导、培育成本效益计算机制 在市场经济

日趋完善的今天, 我们课题组推广技术, 不能像以前

一样只通过政府指令进行推广,而是要按市场经济规

律进行推广。市场要求我们首先在推广技术中进行

成本核算、效益分析。推广的技术要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不能仅成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我们还要在推

广队伍中建立绩效机制。

3. 2. 5 培育多种产业并形成民营企业、建立公司机

制 本项目要在培育地方节水产业的同时,注重培育

农民协会,如用水者协会、草莓协会、杂果协会、花卉

苗木协会等。同时在此基础上,培育民营企业, 其模

式有公司+ 农户、公司+ 协会、公司+ 研究+ 农户、引

进外来公司等多种形式。各种高效节水农业产业的

形成加上公司机制的运行,将使本示范区的节水农业

与市场接轨, 与世界经济接轨, 示范区的自身建设也

将步入良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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