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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灌溉效益计算的长系列法

韩 健 张 晨

(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
·

陕西杨陵
·

7 1 21 0 0) (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水政水资源办公室 )

摘 要 针对北方干早
、

半干旱农业的特点
,

综合分析农业技术措施
、

水利措施等对农业增产

的作用
,

根据陕西省宝鸡灌区开灌前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探讨了适合该地区实际情况的灌溉

效益分析计算的长系列法
。

关镇词 分摊系数 灌溉效益 产品价格 农业生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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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e f f e e t s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t e e h n i q u e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n e y o 一 in e r e a s e m e n t y i e ld o f a g r i e u lt u r a l p r o d u e t i o n w a s

e o m p r e h e n s iv e ly a n a ly z e d
.

M e a n w h il e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e o n d it o n s o f s o e i a l a n d e e o n o m i e d e v e l o p
-

m e n t s o f t h e i r r i g a t io n d i s t r i e t o f B a o i i g o r g e ,

S h a a n x i p r o v i n e e ,

b e f o r e a n d a f t e r t h e r e g io n b e g i n s

be i n g i r r i g a t e d
,

lo n g s e r ie s m e t h o d o f a n a ly s i n g a n d e a le u la t i n g i r r i g a t io n b e n e f i t f it t i n g f o r a e t u a l

e o n d i t io n o f t h e r e g i o n w a s p r o be d i n t o
.

K e y w o r d s a l lo t m e n t e o e f f ie ie n t i r r i g a t io n b e n e f i t p r i e e o f p r o d u e t s t r u e t u r e o f a g
r ie u l t u r e

P r ed u e t io n

水是万物之源
,

世界上一 切生物离开了水就不能够生存
。

农作物也是一样
,

水分不足
·

就会因

不能满足作物在生理和生态上的需水要求
,

使之正常生长受到抑制而引起农业欠收
。

甚至因缺水

严重
,

致使农作物凋萎
、

死亡而绝收
。

这就是所谓的干旱灾害
。

供作物吸收利用的土壤水分的主要来源有大气降水和人工灌溉
。

大气降水是供作物吸收利

用不需任何支出的夭然水体
,

当大气降水不能满足作物的需水要求时
,

为了不使其产生干旱灾

害
,

就必须进行人工 灌溉
,

以调节农田水分不足之状况
,

保证作物的稳产高产
。

这种因灌溉因素

(与未灌相比较 )而增加的农业产量称为灌溉效益
。

灌溉效益是灌溉工程的主要经济效益
,

在进行

灌排工程经济分析时
,

必须先弄清灌溉效益
。

目前计算灌溉效益的方法概括起来有用长系列产量

资料计算和长系列水文资料计算等方法
。

下面结合宝鸡峡灌区的 自然条件
,

应用灌区内积累的长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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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量资料对长系列产量资料计算灌溉效益的方法进行分析
。

分析计算的步骤为
:

() 1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作物耗水量分析灌溉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

() 2产量资料的选用和处理
;

(3) 根据开灌前
、

后
,

种
、

肥
、

管等措施的改进情况及灌溉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确定灌溉分摊

系数
￡ ;

( 4) 农业产品结构及其价格
;

( 5) 灌溉增产效益 B 。
的计算

;

( 6) 灌溉扩产效益 B 扩的计算
;

( 7) 灌溉效益计算
。

1 灌溉在灌区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扶风段家地区位于宝鸡峡灌区上游
,

面积约 30 k m
’ ,

行政属扶风县段家乡
。

多年平均降水量

60 Om m
,

且大多集中在 7 ~ 10 月
,

占年降水量 60 %左右
,

最大年降水量是 1 9 8 3年
,

为 9 26 m m
,

最小

年降水量是 19 7 7年
,

为 3 94
.

4 m m ,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 20 o m m
。

由于年平均降水量小
,

且在年

内
、

年际间的分布不均匀
,

使得自然降水量远不能满足作物需水要求
。

根据扶风县历年气象资料

和小麦
、

玉米
、

油菜 3种主要作物全生育期的耗水量资料分析结果如表 1
。

表 l 几种主要作物全生育期耗水状况

作物类别
_

下二
’

一
`

” _ _

下二
’ 一

`

” ”
-

一

一
止二七共矛上兰二一 , 万二一一

耗水重 ( m m ) 降水重 ( m m ) ( m m ) 一服下早 行早 百耳

小麦 4 3 5
.

7 2 4 9
.

0 1 8 6
.

7 3 6
.

4 5 4
.

6 9 1
.

0

玉米 4 14
.

7 3 0 1
.

6 1 1 3
.

1 5 9
.

1 1 8
.

2 7 7
.

3

油菜 4 0 2一 5 0 8
.

1 9 4
.

0 6 3
.

3 2 7
.

5 9 0
.

9

由表 1可以看出
:

干旱灾害是影响当地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

灌溉工程将在 90 %以上的年份

发挥效益
,

人工灌溉是当地农作物稳定高产的关键因素
。

2 产量资料的选用与处理

.2 1 资料的选用

由于当地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

降水量在年内
、

年际间变化较大
,

灌溉效益更加呈现出年际
、

年

内及不同作物生长期间的不稳定性
。

如果用短期的统计资料或短期试验资料来计算灌溉效益
,

精

度及可靠性均较差
。

为了提高成果的可靠性
,

接近和符合客观实际
,

根据段家地 区积累的开灌前

后共 38 年
,

约 4个水文周期的社经资料闭
,

分析了各时期灌溉措施和农业技术措施在农业生产中

的作用情况和改进情况
,

可将 38 年系列资料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1 9 4 9一 1 9 6 9年 )灌区开

灌以前的时期
,

为旱地农业
,

且农业技术措施改进不大
,

可代表在没有灌溉和农业技术措施无改

进 时的产量资料
;
第二阶段 ( 1 9 70 ~ 1 9 7 9年 )

,

灌区开灌后的前一段时期
,

此时期灌溉措施发挥了

较大的作用
,

但农业技术措施尚未跟上
,

改进不大
,

可代表只有灌溉因素影响时的产量资料
;
第三

阶段 ( 1 9 8 0一 1 9 8 6年 )
,

此时期为党的三中全会以后
,

农业技术措施有了较大的改进
,

农业生产有

了较大的提高
,

可代表灌溉和农业技术措施发生综合作用时的产量
。

按照以上划分的三个阶段
.

采用多年平均值计算灌溉效益 (见表 2一 4 )
。

2
.

2 水
、

旱地混合产 t 的处理

灌区在开灌后水浇地面积不一定达 1 00 %
,

或者是灌溉工程在开始投入运行的前几年 (本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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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 1 90 7一 1 9 72年 )
,

由于配套工程尚不完善
,

使得工程应有的效益不能完全发挥
,

只能随着配套

工程的不断完善而逐年增大
,

直到完全发挥效益才进入基本稳定阶段
。

在此几年中
,

水浇地逐年

增多
,

旱地逐年减少
。

此时当统计的社经资料中的产量在开灌后没有区分水浇地和旱地
,

近年的

农业产量实际上是水浇地和旱地的混合产量
。

为了使这几年的宝贵资料能够应用
,

并保证资料的

连续性和系列的长度
,

应对其进行处理
,

分清水
、

旱地产量
。

表 2 第一阶段灌溉效益计算表

年份

(年 )

1 9 4 9

1 9 5 0

1 9 5 1

1 9 5 2

1 9 5 3

1 9 5 4

1 9 5 5

1 9 5 6

1 9 5 7

1 9 5 8

1 9 5 9

1 9 6 0

1 9 6 1

1 9 6 2

1 9 6 3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1 9 6 8

1 9 6 9

合计

平均

小 麦 玉 米 油 菜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 h m
, ) ( k只 /h m

Z
) ( h m

, ) ( k只 /h m
Z

) ( h m
Z

) ( k只 /h m , )

1 5 2 7
.

1 2 3 7 7
.

5 2 9 3
.

9 2 5 4 2
.

5 3 2
.

7 5 6 2
.

5

1 5 7 9
.

1 1 6 8 7
.

5 3 2 3
.

6 1 7 8 5
.

0 3 4
.

0 5 7 7
.

5

1 5 9 9
.

7 1 7 2 5
.

0 3 2 5
.

9 1 7 6 2
.

5 3 7
.

3 5 7 7
.

5

1 6 0 3
.

4 1 7 9 2
.

5 3 2 8
.

3 1 7 3 2
.

5 3 6
.

7 5 6 2
.

5

1 5 7 1
.

1 1 6 0 5
.

0 3 5 5
.

7 1 7 0 2
.

5 3 4
.

0 5 7 7
.

5

1 5 9 5
.

7 1 9 0 5
.

5 3 8 7
.

0 1 7 4 7
.

5 3 6
.

7 5 7 7
.

5

1 6 3 7
.

3 1 6 5 7
.

5 4 1 7
.

4 1 6 8 7
.

5 3 4
.

0 6 0 0
.

0

1 6 7 1
.

1 2 3 7 7
.

5 4 7 7
.

5 1 6 8 7
.

5 4 0
.

0 6 7 5
.

0

1 4 8 5
.

1 2 0 7 0
.

0 4 7 8
.

3 2 9 5 5
.

0 3 3
.

3 6 6 7
.

5

1 6 0 3
.

1 1 4 9 2
.

5 4 9 8
.

1 1 2 5 2
.

5 3 2
.

3 6 7 5
.

0

1 5 6 8
.

1 1 8 8 2
.

5 5 9 1
.

7 14 4 7
.

5 2 9
.

6 5 9 2
.

5

1 5 6 6
.

9 1 7 0 2
.

5 5 9 1
.

3 8 0 2
.

5 2 7
.

6 5 3 2
.

5

1 8 4 2
.

5 1 2 3 7
.

5 7 7 3
.

7 1 7 6 2
.

5 2 6
.

5 2 9 2
.

5

1 6 6 0
.

1 1 4 10
.

0 5 1 1
.

7 1 3 2 7
.

5 1 4
.

9 3 1 5
.

0

1 6 2 6
.

1 1 5 8 2
.

5 6 8 1
.

3 1 0 1 2
.

5 3 0
.

3 6 8 2
.

5

1 6 5 2
.

7 1 0 5 0
.

0 8 1 7
.

8 1 0 1 2
.

5 3 5
.

1 3 5 2
.

5

1 5 6 4
.

6 2 1 6 0
.

0 7 5 0
.

3 1 7 8 5
.

0 3 1
.

0 6 3 7
.

5

1 5 5 6
.

5 2 1 6 0
.

0 7 8 4
.

6 8 3 2
.

5 8 0
.

6 7 2 7
.

5

1 5 6 3
.

3 2 0 9 2
.

5 6 8 4
.

3 1 2 1 5
.

0 6 7
.

9 8 3 2
.

5

1 6 0 1
.

5 2 3 4 0
.

0 6 4 9
.

2 1 1 7 7
.

5 6 0
.

5 9 3 0
.

0

1 7 0 7
.

6 2 2 8 0
.

0 2 6 3
.

5 1 8 0 7
.

5 7 2
.

3 1 1 2 5
.

0

3 3 7 8 2
.

5 3 8 5 8 7
.

5 1 0 9 8 4
.

9 3 2 2 8 7
.

5 8 2 7
.

3 1 3 0 7 2
.

5

1 6 0 8
.

7 1 8 3 7
.

5 5 2 3
.

1 1 5 3 7
.

5 3 9
.

4 6 2 2
.

5

表 3 第二阶段灌溉效益计算表

年份

(年 )

1 9 7 0

1 9 7 1

1 9 7 2

1 9 7 3

1 9 7 4

1 9 7 5

1 9 7 6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合计

平均

小 麦 玉 米 油 菜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 h m
Z

) ( k g /h m
Z

) ( h m
Z
) ( k只 /h m

,

) ( h m
,

) ( k只 /h m
Z
)

1 7 8 6
.

0 2 7 8 2
.

5 7 3 7
.

3 2 1 5 5
.

5 7 2
.

2 1 4 2 8
.

8

1 4 7 9
.

0 4 2 0 7
.

5 7 9 0
.

1 2 5 0 5
.

0 7 9
.

0 2 6 5 5
.

0

1 5 9 7
.

4 2 8 5沃 0 1 2 4 3
.

7 1 4 9 2
.

5 9 6
.

1 1 6 0 1
.

3

14 1 0
.

3 1 6 2 7
.

5 8 9 2
.

2 2 8 5 7
.

5 1 3 1
.

7 9 3 7
.

5

1 4 5 8
.

8 3 0 3 7
.

5 8 6 4
.

1 2 7 6 0
.

0 1 4 3
.

1 1 5 3 0
.

0

1 4 8 3
.

2 3 2 9 2
.

5 1 0 3 7
.

1 2 4 9 4
.

5 1 4 8
.

6 2 3 1 7
.

5

1 4 8 7
.

7 3 2 2 5
.

0 1 2 8 0
.

7 1 7 5 5
.

0 1 6 4
.

9 1 2 3 0
.

0

1 4 6 1
.

3 2 1 1 5
.

0 1 2 9 5
.

9 2 7 7 5
.

0 2 0 2
.

2 2 0 7 7
.

5

1 4 8 8
.

3 3 4 1 2
.

5 1 4 3 6
.

5 2 8 8 7
.

5 1 8 2
.

3 1 2 4 5
.

0

1 4 2 6
.

6 4 4 2 5
.

0 1 2 9 2
.

8 4 4 1 7
.

5 2 8 7
.

9 1 6 2 7
.

5

1 5 0 7 8
.

5 3 0 9 7 5
.

0 1 0 8 7 0
.

3 2 6 1 0 0
.

0 1 5 0 8
.

0 1 6 6 5 0
.

0

1 5 0 7
.

9 3 0 9 7
.

5 1 0 8 7
.

1 2 6 1 0
.

0 1 5 0
.

8 1 6 6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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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第三阶段灌溉效益计算表

年份

(年 )

1 98 0

1 98 1

1 98 2

1 98 3

1 98 4

1 98 5

1 98 6

合计

平均

小 麦 玉 米 油 菜

面积

(h mZ
)

1 5 16
.

1

1 58 0
.

7

16 38
.

2

1 72 5
.

8

6 1 3 5
.

0

1 7 1 9
.

1

2 1 7 5
.

8

1 1 50 4
.

7

16 48
.

7

产量

(k g /h m
, )

3 4 3 5
.

0

4 7 5 5
.

0

4 5 3 0
.

0

4 1 2 5
.

0

4 2 9 7
.

5

4 6 5 7
.

5

4 9 6 5
.

0

3 0 7 6 5
.

5

4 3 9 5
.

0

面积

(h m Z )

1 4 6 5
.

9

1 3 9 7
.

6

1 3 8 6
.

1

1 4 3 2
.

4

1 5 1 0
.

9

1 4 3 2
.

4

1 4 3 2
.

4

1 0 0 5 7
.

7

1 4 3 6
.

8

产量

( k g / h m
, )

3 1 7 2
.

5

2 6 1 7
.

5

3 7 6 5
.

0

4 4 0 2
.

5

4 5 0 0
.

0

4 0 6 5
.

0

5 4 0 7
.

5

2 7 9 3 0
.

0

3 9 9 0
.

0

面积

( h m
Z )

2 4 9
.

1

2 6 6
.

8

2 4 2
.

0

2 5 2
.

7

2 4 4
.

9

2 6 6
.

0

2 6 6
.

8

1 7 8 8
.

3

2 5 5
.

5

产量

( k g /h m , )

1 7 4 7
.

5

2 0 4 0
.

0

2 4 8 2
.

5

1 8 0 0
.

0

2 7 0 0
.

0

2 7 8 2
.

5 赞

2 4 6 0
.

0 关

1 6 0 1 2
.

5

2 2 8 7
.

5

注
: ,
表示调查

、

实验得数据
。

开灌前的旱地产量
。

根据近年的水浇地和旱地的耕种总面积
,

首先计算旱地总产量
,

然后以

总混合产量减去旱地总产量
,

求得水浇地总产量
,

进而求出此期各年水浇地产量
。

计算过程与结

果 见表 5

表 5 灌溉效益计算表

项 目 1 9 7 0年 1 9 7 1年 1 9 7 2年

小麦 面积 ( h m Z ) 1 7 9 3
.

8 1 4 7 9
.

0 1 5 9 7
.

4

水 总产 ( 1 0毛k g ) 3 8 7
.

6 4 4 5
.

4 3 9 5
·

4

旱 玉米 面积 ( h m Z ) 7 3 7
.

3 7 9 0
.

1 1 2 4 3
.

7

混 总产 ( 1 0
`
k g ) 1 2 9

.

6 1 5 9
.

5 1 8 5
.

7

合 油菜 面积 ( h m Z ) 7 2
.

2 7 9
.

0 9 6
.

1

总产 ( 1 0
`
k g ) 6

.

6 1 2
.

9 1 1
·

9

产量 ( kg /h m
, ) 1 8 3 7

.

5 1 8 3 7
·

5 1 8 3 7
·

5

小麦 面积 ( h m 之 ) 1 1 5 5
.

0 7 4 7
.

0 5 9 3
.

1

旱 总产 ( 1 0
`
k g ) 2 1 2

·

2 1 3 7
·

3 1 0 9
·

o

产量 ( k g / h m
, ) 1 5 3 7

.

5 1 5 3 7
.

5 2 9 8 5
.

0

玉米 面积 ( hm
, ) 4 7 4

.

4 3 9 9
.

1 4 6 1
.

8

地 总产 ( 1 0
`
k g ) 7 3

.

0 6 1
·

4 6 8
·

9

产量 ( k g /h m
, ) 1 2 4 5

.

0 1 2 4 5
.

0 1 2 4 5
.

0

油菜 面积 ( h m
, ) 4 6

.

7 3 9
.

9 3 5
.

7

总产 ( 1 0
`
k g ) 2

·

9 2
·

5
_

圣全一
一

一
~ 一

总产 ( 1 0
`

k g ) 1 2 5
.

4 3 3 0
.

6 2 8 6
.

2

水 小麦 面积 ( h m
Z ) 6 3 1

.

0 7 3 2
.

0 1 0 0 4
.

3

产量 ( k g / h m , ) 2 7 8 2
.

5 4 2 0 7
.

5 2 8 5 0
·

o

浇 总产 ( 1 0
`

k g ) 5 6
.

7 9 8
.

1 1 1 6
·

7

玉米 面积 ( h m
Z

) 2 6 2
.

8 3 9 1
.

1 7 8 2
.

0

地 产量 ( k g / h m
Z
) 2 1 5 5

.

6 2 5 0 5
.

0 1 4 9 2
·

5

总产 ( 1 0
`

k g ) 3
·

7 1 0
·

4 9
·

7

油菜 面积 ( h m
,

) 2 1
.

9 5 9一 6 0
.

4

产量 k g / h m
, 1 4 2 8

.

8 2 6 5 5
.

0 1 6 0 1
.

3

3 灌溉效益分摊系数 (的 的确定

农业增产效益是水
、

肥
、

土
、

种
、

管等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
。

所以应根据诸项措施所起的作用

进行合理分摊
,

灌溉效益占农业增产效益的比重称为灌溉效益分摊系数
。

从灌溉在 该地区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可以看出
,

由于该地区十年九旱的半干旱气候特征
,

水利

在农业增产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

另一方面
,

近年来 (主要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 ) 由于农业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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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普及
,

因此应将农业增产效益进行合理分摊
。

要进行合理分摊
,

关键在于分摊

系数的确定
,

而此分摊系数的确定是一个较为复杂并有争议的问题
。

目前关于灌溉效益分摊系数

的确定方法众说不一
,

根据灌区实际资料
,

本文先采用公式计算
,

然后综合分析确定之
。

所采用的

公式为
:

△y .

七 二二二 弋尸二二-

Q l 。

y . 一 Y .

y 味 一 Y .

式中
: △Y .

— 因灌溉因素而增加的产量
; △Y 。

— 农业措施和灌溉综合作用下的增产量
; Y祖

— 只受灌溉因素影响时的产量
; Y .

— 在灌溉和农业措施综合作用下的产量
; Y ,

— 无灌

溉措施时的产量 (即早地产量 )
。

表 6 灌溉效益分摊系数的计算 k( g h/ m
Z )

农产品种类 Y早 Y . Y。 △ Y
, △ Y

。

小 麦 1 8 5 7
.

5 5 0 9 7
.

5 4 3 9 5
.

0 1 2 6 0
.

0 2 5 5 7
.

5

玉 米 1 5 3 7
.

5 2 6 1 0
.

0 3 9 9 0
.

0 1 3 8 0
.

0 2 4 5 2
二

5

油 菜 6 2 2
.

5 一6 6 5
.

0 2 2 8 7
.

5 6 2 2
.

5 1 6 6 5
.

0

根据表 6的结果
,

以播种面积为权
,

计算因灌溉因素影响的平均增产量 △夕妞和灌溉与农业技

术措施综合作用下的平均增产量叮
味 :

△y 祖

△y 稼 ~

1 2 6 0 X 1 5 0 7
.

9 十 1 3 8 0 X 1 0 8 7
.

1 + 6 2 2
.

5 X 1 5 0
.

8

15 0 7
.

9 十 1 0 8 7
.

1 + 15 0
.

8

2 5 5 7
.

5 X 16 4 8
.

7 十 2 4 5 2
.

5 X 1 4 3 6
.

8 + 1 6 6 5
.

0 X 2 5 5
.

5

12 7 2
.

5 ( k g / h m
Z
)

1 6 4 8
.

△Y .

石 二二二 二 - , 咭尸-

。 X 峥

7 + 1 4 3 6
.

8 十 2 5 5
.

5
= 2 4 4 4

.

1 ( k g / h m
’

)

故
: 1 2 7 2

.

5

2 4 4 4
.

1
一 0

.

5 2 取 C 一 0
.

5 0

4 农业产品结构及其价格

4
.

1 农业产品结构

段家地区主要农业产品的种植情况见表 7 :

表 7 段家地 区主要农产品的种植情况

品 种

面积 ( h rn
Z

)

百分率 ( % )

种植面

积 ( h m ’ )

3 8 8 5
.

9

夏 粮 秋 粮

急值 小麦 总值

1 4 6 9
.

玉米
棉花 油菜 疏菜 果园 林木

1 8 4 6
.

0 1 5 5 4
.

1 2 9 6
.

9 2 7 1
.

3 2 1 7
.

8 1 3
.

7

4 7
.

5 4 0
.

0 3 7
.

8 3 3
.

4 6
.

9 5
.

6

6 1
.

3

1
.

6 0
.

3 5 0
.

1 7

由表 7看出
:

粮
、

棉
、

油占总种植面积的 98 %
,

又以段家统计资料来看
,

棉花产量多年低而不

稳
,

主要受气象条件影响
,

灌前
、

灌后产量无明显变化
,

因此
,

灌溉对棉花的产量影响甚微
,

故只对

小麦
、

玉米
、

油菜进行增产效益分析
。

4
.

2 产品价格

灌溉效益分析 中要涉及到农产品的价格问题
,

采用的价格是否合理对灌溉效益的计算影响

较大
。

扶风是陕西省粮油生产基地
,

属农产品调出地 区
,

故在效益分析中采用国家现行的超购价

格
。

可参考下式进行计算
:

超购价格~ 1
.

s x 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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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 中的收购价格为 19 83年的收购价格
,

各农产品的超 购价格为
:

小麦 49
.

5元 / h k g
,

玉米

3 2
.

0 4元 / h k g
,

油菜 9 3
.

6元 / h k g
。

5 灌溉增产效益计算

.5 1 农业增产效益

将段家社经资料分析
、

整理得灌区开灌前后三个阶段作物的历年产量
,

历年种植面积
,

多年

平均产量
,

多年平均种植面积见表 2~ 4
。

根据公式
: △夕悠 一 夕缘 一 夕早

式中
: △夕。

— 作物多年平均增产量 (即农业增产效益 ) ;夕。

— 采取灌溉措施后各种因素综合

作用下的作物产量
; 夕,

— 采取灌溉措施前的作物产量
。

从而可计算各种农产品的多年平均增产量
,

然后 由增产量乘以多年平均播种面积得多年平

均总增产量
,

计算结果见表 8
.

表 8 主要农产品多年平均总增产量

农产品种类 平均增产量 k( g h/ 势勺 播种面积 h( m
, ) 总增产量 (k g )

小 麦 2 5 5 7
.

5

玉 米 2 4 5 2
.

5

油 菜 1 6 6 5
.

0

1 6 4 8
.

7

1 4 3 6
.

8

2 5 5
.

5

4 2 1 6 5 5 0
.

3

3 5 2 3 7 5 2
.

0

4 2 5 4 0 7
.

5

以各种作物总增产量为权
,

计算农产品的平均超购价格为 。
.

4 52 元 k/ g
。

由前面 已知
,

农产品的平均增产量为 2 4 44
.

kI g h/ m , 。

故农业增产效益为 2 4 44
.

l x 0
.

45 2 -

1 1 0 4
.

7 3 (元 / h m
Z

)
。

.5 2 灌溉增产效益

由计算可得灌溉增产效益为 5 n
.

95 元 / h m
, 。

因灌区多年平均综合灌溉定额为 2 4 60 m
3

h/ m
Z ,

折算成每立米水的增产效益为
: s n

.

9 5 / 2 4 6 0一 0
.

2 08 (元 / m
,
)

6 灌溉扩产效益分析

灌 区开灌后
,

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仅是亩产量增加
,

而且还会扩大种植面积
。

因灌溉使种

植面积扩大而产生的效益在此称做灌溉扩产效益
。

在进行灌溉效益分析时
,

应计入此部分
。

种植

面积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

( 1) 因灌溉而减少干旱弃种
; ( 2) 心理作用

。

有灌溉保证
,

农业生产

的风险性变小
,

使农 民有信心扩大种植面积
。

对于灌溉扩产效益的计算问题很少有资料谈及
,

我们认为
:

( 1) 因为扩产效益是由灌溉产生
,

与其它农业措施无关
,

所以在计算时不应分摊
;

( 2) 在进行灌溉扩产效益分析时
,

应扣除农业生产费用 (不包括供水成本 )
,

但仍为毛效益
。

灌溉扩产效益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

1) 多年平均扩种面积
:

由表 2至表 4看出
,

多年平均种植面积灌后 比灌前增加为
:

1 6 4 8
.

7 十 1 4 3 6
.

8 十 2 5 5
.

5 一 ( 1 6 0 8
.

7 + 5 2 3
.

1 + 3 9
.

4 ) = 1 1 6 9
.

s h m
Z

2) 多年平均综合产量
:

以播种面积为权
,

计算各种作物多年平均综合产量为
:

16 4 8
.

7 X 2 9 3
.

0 十 14 3 6
.

8 X 2 6 6
.

0 + 2 5 5
.

5 X 1 5 2
.

5

1 6 4 8
.

7 + 1 4 3 6
.

8 + 2 5 5
.

5
一 2 7 0

.

6 ( k g / h m
Z )

3) 农业生产费用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5卷

( l )多年平均农业生产费用
,

计算结果如下
:

年 份

农业生产

费 (千元 )

( 2 )

1 9 7 0 1 9 7 1 19 7 2 1 9 7 3 1 97 4 1 97 5

5 4 3 6 1 8 8 0 9 7 0 0 7 8 0 92 9

1 9 76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8 4 合计 平 均

1 0 29

1 9 7 7 1 9 78

9 07 9 98 134 2 1 35 1 1 4 5 0 1 4 3 6 15 6 5 1 4 4 5 7 10 3 2
.

6 4 3

平均每公顷农作物的生产费用
:

多年平均农业生产费用

农作物种植面积
1 0 3 2 6 4 3

3 8 6 5
.

5
一 2 6 7

.

1 (元 / h m
Z
)

4) 灌溉扩产效益
:

每公顷农作物的产值 一农业生产费用 (元 h/ m
,
) 一 。

.

45 2 x 2 70
.

6 x 15 一 2 67
.

1一 1 5 6 7
.

6( 元 /

h m
,
)折合成每立方米水产生的效益为

:
1 5 6 7

.

6

2 4 6 0
= 0

.

6 3 7 (元 / m
3
)

7 灌溉效益计算

由前已知
,

按每立方米水产生的效益计算
,

灌溉增产效益为 0
.

20 8元 / m
, ,

灌溉扩产效益为 0
.

6 37 元 / m
’ ,

我们分别以开灌前多年平均种植面积和开灌后平均增加的种植面积为权
,

计算平均

每立方米的水产生的灌溉效益
:

0
.

2 0 8 义 ( 1 6 0 8
.

7 + 5 2 3
.

1 + 3 9
.

4 ) + 0
.

6 3 7 X 1 1 6 9
.

8

2 1 7 1
.

1 + 1 1 6 9
.

8
= 0

.

3 5 8 (元 / m 3
)

需要说明的是
,

以上所计算的灌溉效益为毛效益
。

如果要求灌溉净效益
,

尚需扣除水的成本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

承蒙张英普同志悉心指导
,

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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