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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50％作为
“十一五”末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预期性”指标）。根据《全国节水灌溉规划》，以提
高灌溉水利用效率和效益为中心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技术改造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项
战略任务，节水灌溉发展将由小面积示范向大面积集中连片转变，从输水过程节水向灌溉用水全过程
节水转变，从以工程措施为主向工程、管理及农艺等综合措施转变。　　虽然小面积上节水灌溉技术
成果很多，实践中也往往依据小面积上节水的效果来计算和评估灌区及流域尺度的节水潜力，同时依
据这种节水潜力估算来制定水利、农业及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由于过去的研究大都侧重于田间尺度的
节水，并且只是孤立地看待田间，没有考虑水具有可重复利用性以及重复利用过程中十分复杂的尺度
效应，导致了节水效果评估及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中存在诸多争论。比如田间尺度的节水灌溉技术推广
到灌溉系统及灌区尺度上到底能否真正节水？潜力又有多大？能否依据田间尺度节水灌溉技术或小范
围的节水灌溉试验成果来指导灌区节水改造措施？在推广田间节水灌溉技术时，什么是导致灌溉系统
及灌区尺度水分生产率及水分利用率提高和达到整个系统真正节水的关键因素？　　另外，单纯从水
利的角度研究节水的成果较多，但节水灌溉条件下相应的农业耕作措施是否应当改变、如何改变等研
究较少。对于水稻，采用节水灌溉意味着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水稻淹水的习惯。在水分条件改变后，
又如何高效利用肥料，水和肥如何交互作用等有待探讨。　　此外，对节水灌溉实施后农民的投入产
出经济分析不够，往往一味地强调节水的好处。由于节水灌溉的实施，农民的耕作习惯在一定的程度
上会改变，那么农民的纯收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对农民接受节水灌溉的程度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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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是作者等对所承担的多项有关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
与技术方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研究工作的总结，是国内外第一部论述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
用理论与技术的专著。针对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
论与技术》作者于1998～2007年以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省漳河灌区及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柳园口灌
区为研究示范区，开展了大量野外田间试验、样本采集、实验室数据化验分析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室
内数据分析、数值模拟研究以及理论分析和机理探讨，同时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提出了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的理论及其应用的综合技术。《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
》分节水灌溉的尺度效应、节水灌溉条件下水肥耦合及综合调控、节水灌溉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3篇
，共16章，主要内容包括：不同空间尺度及水文年度水分生产率等指标的变化规律及其提高的机理，
不同尺度之间水分转换规律和节水灌溉的尺度效应，指导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灌区节水灌溉的宏观决
策理论与方法及其综合技术；不同灌溉条件下稻田氮肥运移及转化规律，水稻水肥耦合机理及高效利
用水肥的综合调控模式；节水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灌区农业政策对节水灌溉的影响分析，灌区塘堰
在节水灌溉中的作用分析，引黄灌区地下水利闲经济分析，大型灌区节水改造投资效益分析，灌区高
效用水的综合策略。
《不同尺度灌溉水高效利用理论与技术》可供从事或涉及节水灌溉、灌区水管理的科技人员、管理人
员及大专院校师生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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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降低渠道水量损失，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　　井渠结合灌区可以将渠灌渗漏的部分水量通过
井灌得到部分利用，因而提高了引进灌区的灌溉水的利用率。可重复利用水量的多少与渠、井工程布
局，灌区水文、地质情况，灌区外围的环境条件等有密切关系。用井灌重复利用渠灌渗漏水量，相当
于对引入灌区的灌溉水进行二次开发，需要修建井灌工程和消耗能源，因此相对于纯渠灌区来说，增
加了一定的建设投入和运行费用。从高效利用井渠结合灌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出发，灌区内渠灌的固
定渠道不需要全部防渗，从灌区外输水进入灌区的干渠一般应进行防渗处理（马绍君，2000）。而灌
区在干渠没有进行渠道防渗，渠道水量损失较大，导致渠系水利用系数较低。从高效重复利用灌区渠
灌渗漏水、保护灌区水环境的生态平衡出发，应在灌区上游多打井利用地下水发展井灌，灌区下游多
用渠水灌溉少打井少用地下水，以稳定灌区的地下水位（马绍君等，2003）。　　2．建立科学的农业
水价，促进节约灌溉用水　　当前，灌区的农田灌溉水的水价不到实际成本水价的1／3。由于水价太
低，导致农民不爱惜水；由于水价太低，灌溉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人不敷出，反而鼓励农民多用水；
由于水价太低，水利工程难以维修更新、带病运行，效益日趋下降。为此应尽快制定有利于发展农业
高效用水的水价政策，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一是要全面实行计量收费，按户计量到田头。二是制定
末级渠系及井灌区水价核算办法，并将核算办法和定价程序向农户公开，让所有的农户都知道水价的
构成和各构成部分的水平，增加农民参与管理与民主决策的机会，提高水费计收的透明度。三是对超
标准用水，加倍收取水资源占用费，将灌溉用水纳入市场经济管理和法制管理轨道。四是为鼓励供水
单位节水，国家应根据节水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奖励（马绍君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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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书籍，凑合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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