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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农业节水现状看江苏省农业节水发展重点

吴玉柏;，纪建中!

（;5江苏省水利科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5淮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淮安 !!"##%）

摘要：从节水技术、用水管理、经济政策、种植结构、水价调节和用水户参与等方面介绍了世界发达国家农业

节水的主要措施。在介绍我国农业节水发展水平、主要途径和典型经验的基础上，着重从水的有效利用率、

单方水粮食生产能力和喷、微灌占灌溉面积的比例等方面分析我国农业节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对江

苏农业节水现状、成绩和存在问题的诊断分析，指出江苏省今后农业节水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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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节水的主要措施

世界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渠道防渗化、输水管

道化、大田作物喷灌化、经济作物滴灌化。以色列实

现了全国输水管道联网，滴灌面积占 :#W以上；美

国喷、滴灌面积 ;;## 万 Q>!，占灌溉面积的 %#W；德

国、法国喷灌面积占灌溉面积的 <#W左右；前苏联

早在 ;:ED 年就基本实现了渠道防渗化，地下输水管

道占 <"W，防渗渠道占 !:W［;］。这些发达国家在节

水灌溉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 个方面。

A 5A 采用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

%B 采用节水、节能的喷、微灌系统。

8B 对现有渠系进行改造。如加拿大阿尔伯达

省南 部 灌 区 改 造，流 量 超 过 % >" X L 的 渠 道，用 厚

$%>>的素混凝土板或厚 #Y% >> 的聚乙烯薄膜衬

砌；对流量小于 " >" X L 的渠道采用地下管道。改造

后渠系水利用率由 #YD Z #Y$ 提高到 #YE。

-B 灌溉系统采用计算机进行自动化管理。在

计算机程序设计中考虑土壤、水的物理性质，植物生

理和气候参数，计算出实际作物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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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以计划用水为核心的农业用水管理

如果灌溉系统可统计水量，就可以根据用水计

划的执行情况奖励计划用水。灌溉用水计划考虑土

地面积、作物种类和现有的灌溉情况。对灌溉的土

地进行适当的分类、分级，这样进行灌溉可减少用水

的不必要浪费。农民应支付其实际灌溉用水的水

费，超定额用水应进行罚款。另一种手段是禁止超

灌溉定额用水。

! !# 农业灌溉用水管理的经济政策

加拿大小型灌溉工程大部分由私人投资，而大

型灌溉工程主要由国家投资。澳大利亚为灌溉目的

修建的工程，如水库、堰和配水工程的费用，主要是

由州政府投资，有时借助联邦政府的援助。这些投

资一般不需要灌溉用户偿还，只要求用户支付运行

和维修费用。这类运行和维修费用往往也有补贴。

鼓励购买低耗水灌溉设备。政府可给农民提供

优惠价设备，也可通过水费体制对安装低耗水设备

的农民采用加速折旧或水费赊欠的办法给予鼓励。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更多的农民采用更有效

的办法减少灌溉用水量。另一种鼓励低耗水灌溉系

统的经济政策，是对购买改进灌溉设备的农户实行

低息贷款。

鼓励利用劣质水。有许多利用劣质水灌溉的机

会，一般是再循环后的废水。如果这种水进行必要

的处理，甚至可用来浇灌蔬菜。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进行了 "# 年的研究，表明采用先进的废水处理设备

处理过的水进行灌溉是可行的，而且费用仅是新鲜

水源的 " $ %。

! !$ 调整作物结构，改变土地利用方式

%& 引进低耗水作物。种植水稻、甘蔗、玉米、蔬

菜、桑树和各种饲料作物，其耗水量相对较大。根据

气候条件，选择种植低耗水作物（如花生、向日葵、高

粱等）可产生类似的经济效益。推广这些作物种植，

再结合适当的灌溉用水的水费政策，将引起作物种

植结构的变化。

’& 采用土地休闲补助政策控制灌溉用水。勉

强能种植的土地或距主灌区很远的土地，获得的纯

收入可能抵不上用水费用，补贴到灌溉上的费用是

无益的。边远的土地有时通过支付给土地拥有者报

酬而休闲不耕种，到来年再耕种。美国长期采用这

种政策管理农业（称为支付闲置费），只要支付的费

用不超过土地用水的总补贴，这种做法就对整体效

益有利。

! !( 通过水价杠杆调节灌溉用水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依靠政府

补贴维持低价、充分的供水，从而助长了滥用、浪费

水资源，导致要建造庞大而昂贵的设施来处理、储

存、分配水并处理废水，这种方式现在许多国家在财

力上已无法承受，已提出利用市场和市场力量、受益

者和污染者共同负担的原则推进最有效地长期使用

水资源。提倡按实际成本收费，使用水者真正意识

到水资源和输水系统的价值，减少对这些系统的需

求，促进节约用水。以实际消费作为控制需要的直

接措施，增加收入以满足费用的要求。如澳大利亚

考虑到灌溉用户的承受能力和对农产品市场的影

响，仍实行补贴政策，农用水费低于工业及城市用水

收费。但为了鼓励更有效和更为合理地用水，也在

考虑对灌溉供水系统实行分级制和可变水费政策。

! !) 农民介入农业灌溉用水管理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农民介入用水管理的效

益已逐步呈现出来：!农民可直接参与管理三级渠

道以下的工程，以减轻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的沉重负

担；"农民为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提供了可靠的资

料和信息，为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劳动力；#调动了农

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水的利用效率；$促

进了水量的合理分配，延长水利工程与渠系的寿命；

%协调了职能部门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用水

矛盾。

" 我国农业节水情况

" !! 节水现状

我国农业节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 &#
世纪 ’# 年代以后呈加速发展趋势，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 至 "((’ 年，我 国 防 渗 渠 道 衬 砌 长 度 达 到

%%)"" 万 *+，占渠道长度的 "’,；低压输水管道长

度达 &- 万 *+，管灌面积约 -## 万 .+&，占灌溉面积

的 "-,；喷、微灌面积为 ’/ 万 .+&，接近灌溉面积的

&,。以“浅、湿、晒”为特征的水稻节水高产灌溉技

术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在江苏、广西等省区推广面

积已超过水稻种植面积的 %#,以上。坐水点种和

膜上灌在北方干旱缺水地区得到了普遍采用，推广

面积分别达到了 &0 万 .+& 和 &# 万 .+& 以上［&］。

" !" 节水的主要途径

我国农业节水主要从 % 个方面开展工作［1］：

!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如多水源的科学调度，地面

水、地下水、降水、土壤水的综合利用，废污水回收处

理和利用，咸淡水混合利用，水库蓄水池的防渗处

理。"输配水系统的节水，如灌区渠系调整、建筑物

配套改造、渠道防渗、管道输水等。#田间灌溉过程

的节水，如采用喷灌、滴灌、畦灌、沟灌、膜上灌、膜下

灌、坐水点种、土地平整等。$加强用水管理，如制

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健全节水政策法规，加强计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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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计量用水、科学调度。!采取农业节水技术措

施，如调整作物种植结构，推广种植耐旱品种及节水

栽培技术，采取深耕蓄水、塑膜或秸秆覆盖、聚肥保

墒等措施。

! !" 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根据一些专家的调查和比较，认为我国在节水

技术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理论研究方面与国外先进

技术的差距较小，而在研究手段、装备和灌排设备、

管理手段方面差距较大。我国节水灌溉技术与世界

先进水平的差距突出表现为："我国水的有效利用

率只 有 "#$ % &#$，发 达 国 家 达 ’#$ % (#$［"］；

#我国单方水粮食生产能力 ) *+ 左右，发达国家达

, *+；$我国喷、微灌等先进节水措施的面积仅占灌

溉面积的 ,$，而发达国家达到 &#$左右，高的达

(#$。

" 江苏省农业节水情况

" !# 节水现状

江苏省节水灌溉推广工作 ,# 世纪 -# 年代初起

步，-# 年代中期以后呈加速发展趋势。由于各级政

府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科技先行，紧密结合中低产田

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节水灌溉

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至 )--( 年底累计建成防

渗渠道 )."’ 万 */，灌溉输水管道 #.’& 万 */，控制

灌溉面积 &’.0 万 1/,；发展喷、微灌 0 万 1/,；推广

各类水稻节水灌溉面积 )## 万 1/,，占全省水稻灌

溉面积的 "0$；基本普及了水稻肥床旱育稀植技

术；沟灌、畦灌在淮北旱作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推广［&］。

" !! 节水的主要途径

江苏省的节水灌溉主要从 " 个方面开展工作。

"推广工程节水措施，以防渗渠道建设为重点，广泛

开展了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微灌的试验示范，着力

降低输水损失，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2］。#推广

农业节水技术。以水稻节水增效为主攻目标，在全

省大规模推广了水稻控制灌溉技术、浅湿干灌溉技

术和湿润灌溉技术，同时推广了肥床旱育秧、水稻旱

直播、覆膜旱稻技术。$推行科学的田间灌溉技术。

在旱作物方面主要推广畦灌、沟灌，避免大水漫灌。

%加强节水管理。结合实施 3455 项目，建立经济自

立灌区，组建灌区供水公司和群众用水者协会，实行

计量用水、按方收费，初步革除“大锅水”，把水推向

市场。

" !" 节水的优势和不足

江苏省农业节水的发展水平与全国相比既有优

势，也有差距。优势主要表现在 0 个方面："水稻节

水灌溉技术的研究深度和推广力度处于全国先进行

列；#节水工程建设质量普遍较优；$灌区配套水平

和用水管理水平较高。但江苏省工程节水措施的覆

盖面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 0 个指标可以看出：

"江苏省渠道防渗率为 (.2$，全国平均为 )($；

#江苏省管道输水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 ’$， 全

国平均为 )2$；$江苏省喷、微灌面积占灌溉面积

的 )$，全国平均为 ,$［’］。

$ 加快江苏省农业节水发展的主要措施

$ !# 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节水灌溉彻底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灌溉模式，

是一场革命性的措施。要广泛地宣传发动，深入细

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在思想观念上进行根本性的转

变。要通过算账，使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认识到节

水灌溉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地方，也有益于自身，能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做好试点工

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节水灌溉

带来的好处，要通过宣传发动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

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是实现社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推广节水灌溉是促进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由之路，充分认识到积

极推进农业节水工作是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

有效途径。

节水灌溉工作是集规划与设计、工程与技术、科

研与管理、水利与农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公益性、

政策性和群众性都很强，需要各个部门、各级领导共

同努力。因此，推广节水灌溉，必须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政府行为，各级领导要把节水灌溉工作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 !! 因地制宜发展节水灌溉，切实做好规划工作

江苏省各地地理情况不同，水资源状况不同，经

济条件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发展节水灌溉要本着

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选择

恰当的节水措施。如水稻田间水管理节水技术，包

括控制灌溉、浅湿干灌溉、水稻肥床旱育稀植等，主

要是改变人们的水管理习惯，几乎不需要投入，增收

降本效果显著，全省各地都有一定的基础，目前已经

具备全面推广的条件，应当加大推广力度。再如江

苏省淮北地区旱作物灌溉目前主要是漫灌、串灌，水

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应当结合平田整地、标准化农

田建设，大力推广沟灌、畦灌，这是以土方为主、投资

不大、成效显著的节水措施，只要领导重视，可以在

较短时间内大面积实施。

在节水的工程措施上，目前主要是建设防渗渠

道，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江苏省解决输水损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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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仍然应以建设防渗渠道为主。在防渗渠道结

构形式、断面形状和施工工艺上，要十分重视新技术、

新材料的应用，科学选型，优化设计。今后江苏省防

渗渠道主要应该推广复合式防渗渠道、! 形混凝土渠

道。砂土地区尤其强调采用复合式防渗结构。

管道输水灌溉是国际上的发展方向，我国近几

年发展很快，江苏省今后也应当加大推广力度。在

工作水头上一定要采用低压；在管材上一定要采用

聚氯乙烯塑料硬管或离心式制作的混凝土管，切不

可再用“小白龙”（临时抗旱可用），现浇混凝土管也

应慎用。在地区布局上，管灌应重点在缺水地区、井

灌区和经济发达地区推广。

做好节水灌溉的前提就是要搞好规划。规划是

前期工作、基础工作。规划做好了，发展节水灌溉就

主动了。没有规划，节水灌溉工作就会失去方向，盲

目行事；规划不当，就会造成失误和损失。节水灌溉

规划一定要以地区水利规划和农田治理规划为基

础，紧密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工程的实

施，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讲科学、讲效益。

! ""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广泛筹集资金

节水灌溉的推广，特别是工程节水技术的推广，

投资强度很大，资金不足是推广节水灌溉面临的突

出问题。要保证节水灌溉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深

化改革，大力探索，努力建立起适合江苏省实际的投

入机制。建立起“以农民投资、投劳为主体，国家补

助为导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投入机制，开创一个

政府投资、政策集资、社会融资、银行贷款、利用外资

的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投入新格局。!各级政

府应调整投资政策，把节水工程建设纳入政府计划，

实行倾斜政策，给予适当补助，建立政府节水工程投

资激励机制。"在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建立村组集体

投入机制。#将土渠的建设权、管理权和受益权进

行转让，让社会能人和富裕户承包投入，经营开发，

实行“个人投入，增效补偿”。$发动群众自筹资金，

走股份合作制的开发之路。

! "! 理顺水费价格，实行累进加价制度

目前，江苏省水的价格不很合理，水价偏低，水

管理部门收取的水费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由于水

价偏低，使得用水者对节水不感兴趣。为了促进节

水灌溉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一定要理顺水费

价格，实行按“成本 # 利润”的收费标准，把水费确定

在合理的价位上。即使农民负担过重，水的价格近

期不能到位，也应坚持先按合理价格收费、再退补的

办法，抑制超额用水。对于超额用水的，除责令采取

改进措施外，还要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对超计划、

超定额的用水，大幅度提高水的价格。

! "# 依靠科技进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

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涉及学科广、采用新技术

多、投资额度大，一定要依靠科技进步开展工作。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广泛吸收科研单位

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参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加强

科学研究，要高度重视节水灌溉技术的开发研究，积

极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尽快消化、吸收并

及时推广。#加强技术培训，制定全面的培训计划，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层层培训，使广大行政主管、科技

人员和农民群众了解并掌握节水灌溉新技术，形成

一支庞大的技术骨干队伍。$建立健全推广服务网

络，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把技术送到田头，交给农

民。%坚持示范先行，典型引路，通过样板区建设带

动周边地区的推广。&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省政府

和省水利厅每年应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节水灌溉技

术的开发、推广指导和技术培训。

! "$ 精心组织，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努力提高节水

工程建设质量

江苏省有些地方防渗渠道建设还存在规划不合

理、选型不恰当、形式落后、施工质量不高的问题，管

灌工程也存在选型不当、坍塌、淤塞、漏水等问题，

喷、微灌工程失去正常功能的也不乏其例。面上水

稻节水灌溉的水层管理距规范指标还有一定的差

距。现在搞节水灌溉工程，其投资大部分是老百姓

自筹的或借贷的，钱来得不容易，一旦出现质量问题

就会给农民带来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影响节水

灌溉事业的健康发展。各地各部门在节水灌溉建设

中务必高度重视工程质量，坚持讲科学，按程序办

事，按规范操作，层层落实责任制，把好规划、设计、

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努力提高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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