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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高效用水研究:水利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暨 "中国农
业水资源支撑粮食安全前沿学术论坛"论文选编》内容简介：在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掌握本
领域学科前沿是科学工作者所必备的素质。科学前沿领域的发展态势表明，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
和融合日益增强，很多前沿问题需要众多学者共同探索和研究，开展前沿学科交流是孕育原始性创新
的重要工作。为扩大国内外农业与水利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与信息交流，促进农田灌溉科学研究的繁
荣与发展，水利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在庆祝建所五十周年的金秋，同时举办了“中国农
业水资源支撑粮食安全前沿学术论坛”，并将论文结集出版。这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内容涉
及水资源支撑粮食安全宏观方略、作物水土环境保护、农业高效用水应用基础与新技术、水资源利用
与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及理论与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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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水资源支撑粮食安全宏观方略当前节水灌溉发展要正确认识的三个关系浅谈节水农业的内涵与技
术体系构成中国粮食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对策我国农田节水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河南省农业节水对
策及实施半旱地农业可行性研究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现状与技术需求农田节水技术潜力与发展
对策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水资源和粮食生产的影响我国农业灌溉用水阈值研究俄罗斯农业灌溉的发展
现状与问题智能优化算法在识别越补含水层参数中的应用灌区渠道衬砌与节水效果分析我国灌溉用水
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的研究进展作物水土环境保护变饱和带条件下再生水灌溉对土壤氮素运移和冬小
麦产量的影响咸水非充分灌溉对春小麦生长及水分利用效率影响的试验研究重金属污染植物修复技术
研究现状及展望农田土壤C02排放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减排增汇措施研究进展河套灌区沙壕渠灌域地下
水质分析及适灌性评价控制排水现状及展望绿洲棉田微咸水膜下滴灌土壤盐分变化规律研究浑水灌溉
下土壤水分入渗规律研究进展麦秸还田后土壤龟裂的试验研究地形因素对坡耕地土壤侵蚀影响的研究
进展单因子评价法在乌兰木伦河水质监测与评价中的应用基于RAG—PPE的区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模
型研究农业高效用水应用基础与新技术滴灌施肥条件下土壤水氮分布试验研究分根区交替灌溉对马铃
薯水氮利用效率的影响Ⅰ：田间试验研究灌区节水潜力计算方法探索基于ARIMA模型的土壤墒情预测
研究调亏灌溉对冬小麦根系效率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膜下滴灌条件下棉田土壤水分运动规律研究我
国冬小麦生产现状及其根系研究进展变化环境下农业水资源时空格局预测与调配方法研究杨凌地区冬
小麦耗水规律及水分生产函数研究明渠输水实时参数自适应PID模糊控制器研究基于AHP的水稻产出
各因素贡献率评价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基于熵权系数的加气灌溉温室甜瓜品质综合评价研究最小二乘支
持向量机在灌区灌溉用水量预测中的应用大力推广蓄墒灌溉技术，建立科学防旱长效机制黄河下游引
黄灌区节水改造模式研究我国玉米灌溉问题浅析北京市通州区节水型种植业布局规划贵州农业节水技
术研究进展水资源现状与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研究进展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供水量的关系探讨花卉种植精
细灌溉技术的运用及发展趋势三道河水库采取多种措施节水增效确保灌区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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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2.2 提高农业用水管理水平问题水源浪费严重、管理水平低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当前较
为一致的看法旧¨。管理水平低，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宏观方面，体现在流域上下游之间水资源调控
不足，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合理调控利用不足，难以保证区域水资源的总体高效利用。在工程方面，
重建轻管仍较严重，设备的维修管理及运行管理都存在很多问题，经常造成大量的水分跑、冒、滴、
漏，节水工程不节水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田间用水方面，相关的作物需水预测预报做的很少，因此难
以做到灌溉的适时适量，加之现在许多灌区都缺乏有效的量水和供水控制设施，从设备和技术上就无
法支撑农田灌溉的适时适量，许多渠灌区的用水都是“好长时间轮不到灌一次，灌一次就灌个饱”，
根本无法考虑节水灌溉的需求。3.2.3 节水农业的经济效益问题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
环境下，各行各业都要求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发展。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当然也应该包含在其中。发展
节水农业是需要投人的，有足够的投人才能保证修建合格的节水工程，才能保证科学的运行管理，也
才能保证取得良好的节水效果。发展节水农业的主要产品是节省出来的水量（有时也包括增加产量及
改善品质），收入也应当是这些节省出来的水量（以及增加产量或改善品质）所能体现出的市场价值
。在当前环境下，大多数节水农业项目的投入产出分析结果都很不理想，特别是在已有的灌溉面积上
实施技术改造的情况。节水农业投人的低收益，甚至是负收益，无疑是阻碍当前节水农业健康发展的
一个重要原因。节水是为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了整个区域的共同发展
，这是我国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的主导原因。但对于具体的用水户和需要重点节水的地区来讲，这些大
道理很难使他们主动地去实施节水措施。如果节水是为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政府应当承担主要的投入
部分；如果节水是为了全区域的持续发展，那么受益区域应当承担节水区域的主要投入。但节水是一
个涉及面很广的行动，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搞节水，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预定目标的。此外，在当前水
市场尚未建立或运行机制还不完备的情况下，也很难保证重点节水区域实施节水的投入得到适宜的补
偿。节水灌溉发展在投入产出上存在的问题，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客观上已极大地限制了节水
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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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高效用水研究:水利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暨 "中国农
业水资源支撑粮食安全前沿学术论坛"论文选编》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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