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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加快干旱半干旱地区高效节水农业建设的建议

安勤勤 杨晓红 秦秀芳

摘要：水资源短缺是制约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干旱半干

旱地区面积广，约占国土面积的 58.6%。建议全面加快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降耗、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率，这关系着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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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干燥，水资

源短缺。水资源短缺是制约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特别

是农业生产方面，天然降水难以满足

作物生长需求，农业生产需要消耗大

量的水资源；据统计，农业灌溉用水

量占到总用水量的 85%以上 [1]。可见，

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用水量是用水

的主要消耗，节水降耗的关键也是在

农业。但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

用水中存在管理粗放、灌溉效率低下

的问题。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国家农业节水纲要（2012—2020

年）的通知，纲要中提出，到 2020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要达到

0.55 以上。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水

资源公报（2022 年）中显示，宁夏、

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等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在分别为 0.570、0.579、

0.574、0.578、0.506、0.457，其中，

青海、西藏地区未达到目标。从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来看，我们查到了

部分省份的情况，发现，2020 年，

内蒙古 34%；2022 年，宁夏灌区高效

节水灌溉农田 400 万多亩，占灌区农

田一半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70[2]。可见，目前我国农业方面，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节水空

间。

传统的粗放高耗低效的大水漫

灌方式，不仅引发大面积的无效蒸发，

对水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更重要的

是，也会对作物生长、土壤健康、生

态环境安全等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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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作物来说，大水漫灌会引发作

物根系缺氧而死亡，病菌滋生；会造

成土壤板结，破坏土、肥、水的正常

循环；一些水资源无效蒸发，一部分

则会补充到地下，可能导致地下水位

过高，引起土地表层盐碱富集；过量

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供水就会大

幅度减少，这对于生态环境原本就脆

弱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来说更是雪上

加霜。古今中外，由水资源不合理开

发利用带来的生态问题不在少数：古

有苏美尔文明时期，人们不合理的农

业浇灌方式使得大量的水渗入地下，

含盐的地下水位上升，盐碱也被带到

土壤表面，使得土壤高度盐碱化。一

些考古研究指出，土壤的高度盐碱化

很可能是一些城市被永久放弃的主

要原因之一。近代中亚咸海流域的案

例更是世人皆知。咸海曾是中亚第一

大咸水湖，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由

于注入咸海的中亚两大内流河锡尔

河和阿姆河水资源被苏联在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兴建

的重大引水工程引至沙漠地区农业，

咸海逐渐枯竭，由此带来了水域缩减、

生物多样性丧失，盐碱荒漠化、湖底

盐尘扩散、局地气候干旱化等等一系

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盐尘的扩散还对

当地人的健康带来了威胁，比如婴儿

死亡率、妇女和儿童呼吸道和消化道

疾病概率等都出现了上升情况 [3]；再

比如，本世纪初，王立洪等人研究了

位于干旱区的新疆南疆农业灌溉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发现水资源利用变

化会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多数

河流中、上游引水过多，导致下游水

量逐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

塔里木河，尤为明显 [4]。由此可知，

农业用水管理的重要性。

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广，约

占国土面积的 58.6%。全面加快干旱

半干旱地区节水降耗、提升水资源利

用效率，这关系着我国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同时，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些年，我国在

推进农业节水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相继颁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全国农业可

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关

于推行合同节水管理促进节水服务

产业发展的意见》《“十三五”新增

1 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实施方案》

等有利于节水灌溉农业的政策文件。

其中，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中提出，

到 2030 年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

先进水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到 0.6 以上；《全国农业可持续

发展规划（2015-2030 年）》中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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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部分中指出，分区域规模化推进

高效节水灌溉，加快农业高效节水体

系建设，到 2030 年，农田有效灌溉

率达到 57%，节水灌溉率分别达到

75%；发展节水农业，加大粮食主产

区、严重缺水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节

水灌溉工程建设力度，推广渠道防渗、

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

术，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加强现

有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续建配套节

水改造，强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和大中型灌区田间工程配套，增强农

业抗旱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积极推

行农艺节水保墒技术，改进耕作方式，

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抗旱品种。

二、建议

但目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推

进农业节水灌溉建设中，因为小农经

营管理模式、种植户用水意识和习惯、

运行管理机制不完善及基层管理不

足、水质处理成本等受到制约 [1]，同

时存在政策导向不足、技术推广不足、

规划管理不足等问题 [5]，导致一些地

区节水建设推进受到制约，很多种植

户对节水优势、技术等不甚了解。为

加快农业节水建设工作推进，我们建

议：

1、增强对种植户宣传培训

种植户排斥对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的投入的原因可能有没有节水意

识、掌握的种植技术有限、对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有不了解、成本与效益认

识不足等，因此建议加强对当地种植

户的培训，提升种植户的节水意识、

高效节水灌溉知识和意愿等。

2、尝试建设统一管理示范

小农小户经济是制约节水灌溉

农业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建议

尝试建设农田统一管理示范农田，实

施种植结构、灌溉等的统一管理。通

过示范引领作用，不断突破农田分散

带来的制约；同时，还可以依托示范

基地，加强对其他种植户的宣传培训，

以此来加快节水农业的建设。

3、加强高效节水农业数据收集

与公开

全面调查具备建设高效节水灌

溉的农田分布，根据自压条件、水质、

种植作物种类等因素，确定各个地区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建设推进难易程

度、制约因素等，以及地理分布、面

积等情况数据；已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农田的灌溉技术、用水量等数据。同

时，定期将这些数据在各省或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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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平台上公开，以便为公众参与

高效节水灌溉建设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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