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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节水技术是吉林省农业发展的需要

张丽华，边少锋，谭国波，赵洪祥，方向前，

李伟堂，孟祥盟，冯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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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省是我国商品粮生产大省，又是土壤水分蒸发量大、降雨量少、干旱缺水严重的省份。因此

要促进吉林省农业的发展、减少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行

旱作节水农业技术是一项重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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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节水农业是综合运用农艺、生物和工程等技术措施，以优化水资源配置为核心，充分积蓄和

利用自然降水，合理安排农业布局和种植业结构，应用节水保墒技术，采取防旱抗旱措施，最大限度

地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1 实行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1.1 实行旱作节水农业技术是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吉林省旱区降水越来越少，干旱发生频率越来越多，严重年份春旱、夏旱已成为吉林省最

大的自然灾害。据建国以来 40 多年吉林省气象灾害分析，全省旱田大范围发生春旱的频率占 60%以

上，夏旱频率约在 40%以上，特别是干旱最严重的西部地区，春旱发生频率在 85%以上，夏旱频率约

占 60%，干旱缺水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1996～2001 年调查结果：丰年和歉年产量相差

40～70 亿 kg。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丰歉年之差仅为 25 亿 kg 左右，这是由于气候变暖、干旱年频率

较大的原因造成的。据气象专家预测，21 世纪上半叶全球气候继续变暖，中国北方干旱有加重的趋

势。因此，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是吉林省自然气候特点所决定的，是吉林省旱区农业生态条件对农业生

产的要求，是旱区发展农业生产的必然选择。

1.2 实行旱作节水技术是发展效益农业的需要

目前，吉林省水资源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利用率也很低。主要表现为旱田接纳自然降水能力低和

灌溉方法不科学。旱田大水漫灌或小白龙沟灌，存在跑、冒、渗、漏现象，水资源严重浪费，有效灌溉面

积只达到设计灌溉面积的 65%左右，灌溉成本高。基于以上原因，大田粮食作物可推广渠道防渗和低

压管道输水技术，一般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30%～50%，降低能耗 50%，增产粮食 20%～30%；在果树

和蔬菜等经济作物，特别是在日光温室条件下，可应用微灌技术。微灌技术比地面灌溉一般可节水

50%～60%，增产 40%～50%。

1.3 实行旱作节水技术是发展可持续农业的需要

我省水资源短缺，人均水资源仅为1 520 m3，是全国平均占有量的68.5%，耕地每667 m2占有地表水

672 m3，是全国平均值的35.2%，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的《全国评估世界淡水资源》报告

中提出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 000 m3时为严重缺水边缘，1 000 m3时为人类生存起码要求，按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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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吉林省属于严重缺水省份，水资源不足已给目前的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

影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突出。特别是近年来，我省干旱发生频率、发生范

围、持续时间和危害程度都呈上升趋势，干旱已成为我省最大的自然灾害。因此，大力发展旱作节水

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更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2 旱作节水存在的问题

对节水农业认识上存有误区，认为节水农业就是节水灌溉农业，节水技术是灌区的专利；节水技

术服务体系不健全；节水技术选择缺乏科学性；节水技术与增效相脱离，用水效率低；没有形成高效

的节水农业发展的机制。管理上现行水管机构节水功能低，不适应市场经济和节水农业发展的需要，

灌溉管理系统缺乏效率。

3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的技术措施

专家预测，到2030年中国农业用水比重将从目前的72%下降到52%。因此，旱区农业生产的根本

出路在于加快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

①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发展耐旱作物的基础上，坚持以改土兴水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培肥

地力，改善土壤结构，提高有机质含量，同时要注重施肥制度的改革，以肥调水，以水保肥，创造优质

高产高效的土壤物质基础。具体做到秋天整地同时进行化肥和有机肥同施并达到播种状态。来年春天

不动土直接播种，播种时采用大型播种机、单体播种机播种，以提高播种质量；推广玉米宽窄行交替

休闲种植模式和大垄双行节水种植技术。

②以覆盖农业为重点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的应用，带来了旱区农业的一场革命。在发展地膜覆

盖的同时，要注意生物覆盖的推广应用，并与保护性耕作措施相结合，形成规范化、系列化的技术体

系。资料表明，地膜覆盖作物平均节水450 m3/hm2，秸秆覆盖公顷平均减少水分蒸发量150～225 m3，大

大提高了自然降水利用效率。

③以集雨工程为重点的高效节水补灌技术，是一项充分利用降水资源，发展旱区农业的有效途径。

在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加强技术指导，使集雨工程与节水补灌配套技术规范化、系列

化，提高其经济效益。灌溉多采用喷灌和膜下微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和集雨蓄水灌溉模式，改进

地面灌水技术，减少田间深层渗漏及无效的棵间蒸发，能节约大量用水。资料表明，节水灌溉与常规

灌溉相比，喷灌可节水50%、渗灌节水75%、滴灌节水80%，同时节省用地15%、节省用工50%，节水节

本增效显著。

④以抗旱品种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栽培技术，既实现了对光热水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又收到

了增产、优质和增收的效果。各地要在以抗旱品种为重点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搭配种植。还要推

广使用作物专用肥和商品有机肥，实行水、肥一体化调控节水技术和耕作保墒、补充灌溉等实用技术。

玉米、大豆种子全部包衣，大面积使用保水剂、抗旱剂和生根粉等。

⑤在土地资源多的地区，大力发展粮草轮作制度，既可以用养结合、培肥地力、提高粮食作物产

量，又可以粮草结合、农牧结合，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⑥实行机械化旱作节水技术，增强土壤蓄水能力，充分利用自然降水，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充

分发挥以水土为核心的自然资源配置优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增产增收，走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我省4个区域的发展重点是：中部粮食主产区重点推广机械化旱作农业技术，如机翻、机械深

松、秸秆和根茬粉碎还田等技术；西部风沙半干旱区重点推广机械化节水农业技术，如机械化节水保

墒和补墒耕种技术；东部、南部半山区和高寒山区重点推广机械化旱作农业技术，如地膜覆盖技术。

综上所述，旱作节水是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随着水资源的日益匮乏，蓄水、保水、节水必将成为

今后农业的主题。旱作农业必将在现代农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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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haracters of Wheat and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ZHANG Mei, SUI Xin- xia, SUN Zhi- jun, et al.

(Yantai Agricultural School, Yantai 264002，China)
Abs tract: Wheat quality is a compound characters evaluated by the quality of wheat products. Among all

quality character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rotein ar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The proportion of glutenin and
gliadin and HWM- G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dough properties and baking quality. Starch quality of wheat, especially
the content and proportion of amylase and amylopectin influence the dough quality and quality of braising and
steaming food. In addition, the micro lipoid and enzymes influence the flour quality too. The quality of wheat was
determined by interaction of genotyp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Ecologic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emperature,
rainfall and illumination, etc., influence quality characters of wheat.

Key words :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Quality character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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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 ilin Province Calls for
Water- saving Technology on Dry Land Farming

ZHANG Li- hua, BIAN Shao- feng, TAN Guo- bo, et al.

(Center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s,

Gongzhuling, 136100，China)

Abs tract: Jilin province is one of main commercial crop production areas in China. The evaporation of soil wa-

ter is large, but rainfall was fewer. So drought is common seen and the shortage of water is serious.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Jilin province, reduce the damage of crop caused drought,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usage and realiz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ater- saving technology on dry land

farming is a important measure.

Key words : Drought;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ter- sav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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