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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收集整理河南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节水农业发展等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工程措施、农艺
措施和管理措施等的影响，分析了河南省不同水平年可能达到的节水潜力，并就河南省实施半旱地农业的可
行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河南省不同分区发展半旱地农业的具体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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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河南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１０ ％

左右，是国家确定的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 最近国
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
的指导意见”中更是将加强河南省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提升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 虽然河南省粮
食产量取得了 “七连增”，夏粮生产取得了 “九连
增”，但由于河南省水资源匮乏，有限的可耕地大多
分布在降水量小于 １ ０００ ｍｍ 的常年灌溉带和不稳
定灌溉带，农业生产对灌溉的依赖性极强，要保证粮
食的增产稳产，必须把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
益作为粮食再上新台阶的主攻方向。

目前，河南省有效灌溉面积与解放初期相比增
长了 １２ 倍，９１ ％以上的低洼易涝农田和 ８７ ％以上
的盐碱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已经初步形成除
涝与灌溉相结合的比较完善的工程体系。 但由于水
利基础设施大多兴修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工程
老化失修严重，导致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也仅为
４０ ％ ～５５ ％，粮食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为
１．２ ｋｇ／ｍ３

左右，因此在现有灌溉工程措施的基础

上，将节水灌溉措施与干旱半干旱地区应用比较成
熟的旱地节水农业措施有机结合，探索河南省实施
半旱地农业的可行性及农业水资源的安全高效利用

技术或模式，对于促进中原经济区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和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河南省农田水利及节水灌溉发展现状

河南省十分重视水利建设，特别是从 １９９１ 年以
来，通过开展“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等，农田水
利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全省共有各
类水库 ２ ３４４ 座，总库容 ４００．８１ ×１０８ ｍ３；全省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 ４ ９８９．２ ×１０３ ｈｍ２ ，旱涝保收面积达
到 ３ ９９２．５ ×１０３ ｈｍ２ ，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４ ３４７．９８ ×１０３ ｈｍ２ ，兴建村镇供水工程 ２ ６１７ 处，解
决了农村 １ １０８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近年来，节
水农业技术应用有了长足发展。 据统计，节水灌溉
面积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 １７１．６１ ×１０３ ｈｍ２

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底的 １ ４１２．１８ ×１０３ ｈｍ２ ，６ 年间发展节水灌溉面
积 ２４０．５７ ×１０３ ｈｍ２，增加了 ２０．５ ％。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节水灌溉面积发展情况见表 １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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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南省节水灌溉面积（2003—2008）
Table 1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area

in Henan Province（2003—2008）

年份

节水

灌溉／
１０３ ｈｍ２

喷灌／
１０ ３ ｈｍ２

微灌／
１０３ ｈｍ２

低压

管灌／
１０３ ｈｍ２

渠道

防渗／
１０ ３ ｈｍ２

其他

工程节水

／１０３ ｈｍ２

２００３ １ １７１．６１ １２０．３２ ８．９４ ４７６．８１ ３６７．０５ １９８．４９
２００４ １ ２４３．８８ １２４．５３ ９．７５ ５０６．４９ ３９１．５３ ２１１．５８
２００５ １ ３０９．１４ １２１．８８ １０．４６ ５３７．３５ ４１８．７７ ２２０．６８
２００６ １ ３６３．７９ １２１．１２ ７．８１ ５６４．８９ ４４７．７２ ２２２．２５
２００７ １ ４０２．９３ １１７．７２ ８．３１ ５８８．２１ ４６０．１２ ２２８．５７
２００８ １ ４１２．１８ １１１．２８ ８．１５ ５８８．５５ ４７１．１６ ２３３．０３

节水灌溉的蓬勃发展和农民节水意识的普遍提

高，使得大型灌区、中型灌区、井灌区的灌溉水利用
系数分别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０．３６、０．４０、０．５８ 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４２１、０．４３６ 和 ０．６６０。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大型灌区和井灌区经过节水技术改造灌溉水利用系

数提高幅度较大，而目前中型灌区由于国家投入有
限，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并不大。
3　农业节水潜力分析

这里的农业节水潜力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而节省的灌溉用水量，这部分用水量可以被再利用，
例如可以扩大灌溉面积或者用于保障环境用水等，
而不是所谓的水资源量

［２］ 。
将河南省灌溉面积分为大型灌区、中型灌区、小

型灌区和纯井灌区 ４ 种类型，每种类型的灌区均选
择相应数目的典型灌区。 首先根据典型灌区的气象
和土壤条件利用 ＦＡＯ５６ 推荐的作物需水量计算方
法估算主要作物的需水量

［３］ ，然后根据土壤和每种
作物生育期降雨情况确定每种作物的有效降雨量，
进而确定每种作物的净灌溉定额

［４］ ，最后根据典型

灌区的作物种植结构确定灌区的净灌溉需水量，根
据现状年的典型灌区的平均灌溉用水量减去净灌溉

需水量即为典型灌区的农业节水潜力，这个数值是
通过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所能达到的最大节水潜

力，可以根据节水灌溉的发展程度来确定不同水平
年的节水潜力

［５，６］ 。
综合考虑了河南省各类灌区的工程设施状况、

管理水平、灌溉水源条件（提水、自流引水）、作物种
类和种植结构、地形地貌等因素。 同类型样点灌区
重点兼顾不同工程设施状况和管理水平等，使选择
的样点灌区综合后能代表河南省该类型灌区的平均

情况。 最终选择了大型灌区 ３５ 处，中型灌区 １５ 处，
小型灌区 ２２ 处，纯井灌区 ２４ 处。

根据目前节水农业投入和灌溉管理状况，灌溉
水利用系数基本上每年增加 ０．００５ 左右，这里按照
每年灌溉水利用系数增加 ０．００５ 进行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３０ 年节水潜力的估算。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石家庄农业科学院和河北省旱作农业研究所等的研

究，通过种植抗旱节水品种和充分利用天然降雨，在
产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作物耗水量可以降低１／３左
右，但这是通过生物措施（节水品种）、农艺措施、工
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综合考虑
各种措施作用的合理分摊，拟定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３０ 年作物综合净灌溉定额分别比现状减少
１５ ｍｍ （１５０ ｍ３ ／ｈｍ２ ），２２．５ ｍｍ （２２５ ｍ３ ／ｈｍ２ ）和
３０ ｍｍ（３００ ｍ３ ／ｈｍ２ ）。 综合考虑品种节水及灌溉
用水效率提高估算的河南省不同类型灌区节水潜力

结果见表 ２。
　　 表 2　河南省不同类型灌区节水潜力

Table 2　Water saving potential different type irrigate district in Henan Province

灌区类型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总量

／亿 ｍ３
单位面积量

／ｍｍ
总量

／亿 ｍ３
单位面积量

／ｍｍ
总量

／亿 ｍ３
单位面积量

／ｍｍ
大型 ８．０２ ５９．６７ １１．８１ ８７．８８ １６．３８ １２１．８６

１ 万 ～５ 万亩 ０．６４ ５３．９０ ０．９５ ７９．９９ １．３４ １１２．６６
中型 ５ 万 ～１５ 万亩 ０．７６ ５３．４４ １．１１ ７８．６１ １．５３ １０８．１６

１５ 万 ～３０ 万亩 ０．６３ ６８．７９ ０．９３ １０１．６３ １．３１ １４２．９４
小型 １．２０ ３６．５５ １．７７ ５３．８６ ２．４１ ７３．０７

纯井灌区 ９．９９ ３４．１０ １４．９０ ５０．８４ ２０．８６ ７１．１９
总计 ２１．２４ ４２．８７ ３１．４８ ６３．５２ ４３．８３ ８８．４４

74２０１２年第 １４卷第 ３期　



　　将每种类型的节水潜力换算为单位面积上的节
水潜力，然后根据每个分区各类灌区规模所占比例

推算各区的节水潜力
［ ７］ ，绘制河南省不同年份的节

水潜力分布图（见图 １）。

图 1　河南省不同水平年节水潜力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saving potential in different years in Henan Province

　　
4　实施半旱地农业的可行性分析
4．1　降水资源分析与利用现状

河南省地处黄、淮、海、长江四大流域，自然地理
条件复杂，气象、水资源、土壤等条件差异较大，为合
理分析确定农作物降雨利用情况， 根据枟河南省综
合农业区划枠、枟河南土壤区划枠、枟河南省农业气候
区划枠及枟河南省水利区划简明报告枠等资料，综合
考虑地形地貌、水资源、土壤类型、水文气象以及行

政区划等条件，将全省农业灌溉类型划分为 ４ 个二
级区和 ８ 个三级区。 ４ 个二级区分别为黄淮海平原
区Ⅰ、豫北豫中区Ⅱ、豫西区Ⅲ和江淮区Ⅳ。 ８ 个三
级区分别为豫北平原区Ⅰ１、豫东平原区Ⅰ２、淮北平
原区Ⅰ３、豫北山区Ⅱ１、豫中区Ⅱ２、豫西区Ⅲ、南阳
盆地区Ⅳ１ 和淮南区Ⅳ２（见图 ２）。 在 ８ 个节水分
区内选择典型灌区或站点分别进行降水资源利用的

分析评价。 各分区代表性站点的多年月平均降雨分
布情况见表 ３。

图 2　河南省节水灌溉分区
Fig．2　Zoning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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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代表性站点多年月平均降水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the monthly mean precipitation at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ｍｍ
三级区

典型站点

Ⅰ１
新乡

Ⅰ２
杞县

Ⅰ３
驻马店

Ⅱ１
温县

Ⅱ２
叶县

Ⅲ
三门峡

Ⅳ１
唐河

Ⅳ２
信阳

１ 月 ６．９２３ １２．３９ ２６．２４ ９．５０５ １４．３７ ７．２８８ １８．２５ ３６．７９４
２ 月 ７．４５３ １５．９３ ２６．４８３ １０．７３５ １７．４８５ ７．７９３ ２２．０７ ４１．８６５
３ 月 １９．５１６ ２９．１９ ５１．９１７ ２４．９７ ３９．９１ ２１．１９ ４１．３８ ６６．７５１
４ 月 ３０．１７６ ２９．４ ６５．６１７ ２４．０７５ ３５．０６ ４０．８６５ ４６．８５５ ８４．８５７
５ 月 ４３．１４７ ７３．６３５ ８４．５４１ ５４．５８ ９０ ５４．３６５ ９６．６３ １１６．９０３
６ 月 ７４．１６１ ７７．０６ １２８．９５６ ６４．１９ １１３．５６ ６５．７７４ １３０．８２５ １４５．５５３
７ 月 １６０．４３７ １８２．１７ １９７．９５５ １１１．５９５ １９５．２５５ １１３．３０８ １６７．５１５ １９３．４７１
８ 月 １３２．９５３ １２１．２６ １６１．４９６ ９６．５８５ １４６．４ ８８．９０４ １４１．４５ １５３．５９４
９ 月 ５９．４４６ ６８．５ １０８．７１８ ６１．４７ ６５．０５ ８３．５１２ ６３．３８ ８８．４３５
１０ 月 ３５．８４９ ４４．１６ ６８．３９６ ４１．６２ ５０．７１ ５２．５９ ６２．９９ ６９．０９６
１１ 月 １９．８２６ ２２．９４５ ３９．８５５ １８．２０５ ３０．２６５ ２２．９７ ３５．７７５ ５０．０５８
１２ 月 ６．２８８ １４．６９ １８．７４１ ９．７４ １６．８５５ ５．４５６ １８．４ ２５．６４１
全年 ５９６．１７５ ６９１．３３ ９７８．９１５ ５２７．２７ ８１４．９２ ５６４．０１５ ８４５．５２ １ ０７３．０１８

　　从表 ３ 可看出，各站点降雨量大都集中在 ６—９
月份，其中河南北部Ⅰ１、Ⅰ２、Ⅱ１ 区 ４ 个月的降雨
量占年度总降雨量的 ６３ ％以上，河南南部的Ⅳ１、
Ⅳ２ 区４ 个月的降雨量也占到年度总降雨量的 ６０ ％
左右。

在确定主要作物生育期的基础上，确定了各分
区典型站点主要作物生育期降雨量分布如表 ４、表 ５
所示。

表 4　各分区典型站点冬小麦生育期降雨量
Table 4　Monthly mean precipitation in growing
stages of winter wheat at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ｍｍ

样点灌区
播种 ～
越冬

越冬 ～
返青

返青 ～
拔节

拔节 ～
抽穗

抽穗 ～
成熟

全生

育期

人民胜利渠 ４３．７３ ２７．１７ ２３．０７ １０．０６ ７７．９３ １８１．９５
赵口灌区 ５２．３９ ５２．７４ ２９．２６ ９．８０ １０９．１２ ２５３．３１
板桥灌区 ８５．４５ ８８．７７ ５６．４８ ２１．８７ １４９．４０ ４０１．９８
广利灌区 ５０．８２ ２１．５３ ２４．３９ ４５．９５ ７７．３２ ２２０．０１
昭平台灌区 ７２．５０ ３４．４５ ３９．０９ ７２．０１ １２６．４６ ３４４．５１
窄口灌区 ５８．０３ ２７．６０ ２７．７５ １３．６２ ８９．９１ ２１６．９１
鸭河口灌区 ５８．５４ ３１．７４ ４２．３０ ２９．４１ １２７．８７ ２８９．８６
南湾灌区 ７８．６７ ５９．３０ ７２．４１ ５０．５４ １７３．４７ ４３４．３９

表 5　典型站点夏玉米生育期降雨量分布
Table 5　Monthly mean precipitation in growing

stages of summer maize at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ｍｍ

样点灌区 苗期 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

成熟期

全生

育期

人民胜利渠 １０２．９２ １０６．９６ ８８．６４ ８３．９５ ３８２．４６
赵口灌区 １１２．１０ １２１．４５ ８０．８４ ８６．０９ ４００．４７
板桥灌区 １５１．９６ １３１．９７ １０７．６６ １２６．３１ ５１７．９０
广利灌区 ７９．９９ ７４．４０ ６４．３９ ７３．１８ ２９１．９５
昭平台灌区 １４０．７９ １３０．１７ ９７．６０ ９２．１７ ４６０．７３
窄口灌区 ８１．６２ ７５．５４ ５９．２７ ８５．３１ ３０１．７４
鸭河口灌区 １４３．０６ １１１．６８ ９４．３０ ８９．４０ ４３８．４４
南湾灌区 １６１．５３ １２８．９８ １０２．４０ １１０．１５ ５０３．０６

从表 ４ 和表 ５ 可看出，由于河南省小麦生育期
在 １０ 月至翌年的 ５ 月底或 ６ 月初，因此小麦生育期
降雨量相对偏少，只有驻马店和信阳的全生育期降
雨量在 ４００ ｍｍ 以上，其他地方都在 ３５０ ｍｍ 以下，
豫北的新乡小麦生育期降雨量甚至不到 ２００ ｍｍ。
而玉米生育期几乎与降雨同步，各区生育期降雨量
均在 ２９０ ｍｍ 以上南部的Ⅳ１、Ⅳ２ 区都在 ４００ ｍｍ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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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典型站点主要作物需水量、有效降水量
及其产量

　　收集整理各典型站点的气象数据、主要作物生

育期和作物需水量资料
［８］ ，得到各分区主要作物需

水量、有效降雨量即平均产量（见表 ６ 和表 ７）。

　　 表 6　典型站点冬小麦各生育期需水量及有效降雨量
Table 6　 Water requirements and effective precipitation in growing stages of

winter wheat at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ｍｍ

样点灌区
产量

／（ ｋｇ· ｈｍ －２ ） 用水指标 播种 ～越冬 越冬 ～返青 返青 ～拔节 拔节 ～抽穗 抽穗 ～成熟 全生育期

人民胜利渠 ６ ４６５
ＥＴｃ ８１ ５４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９０ ５４３
Ｐｅ ３９ ２４ ２１ ９ ７０ １６４

赵口灌区 ５ ７１５
ＥＴｃ ６０ ４０ ７９ ７９ １３９ ３９７
Ｐｅ ４７ ４７ ２６ ９ ９８ ２２８

板桥灌区 ５ ９７０
ＥＴｃ ８９ ５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２０８ ５９４
Ｐｅ ７７ ８０ ５１ ２０ １３４ ３６２

广利灌区 ７ ４５５
ＥＴｃ ８９ ６０ １１９ １１９ ２０９ ５９６
Ｐｅ ４６ １９ ２２ ４１ ７０ １９８

昭平台 ４ ６６５
ＥＴｃ ８４ ５６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９６ ５５９
Ｐｅ ６５ ３１ ３５ ６５ １１４ ３１０

窄口灌区 ５ ０７０
ＥＴｃ ８３ ５６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９４ ５５５
Ｐｅ ５２ ２５ ２５ １２ ８１ １９５

鸭河口 ５ １３０
ＥＴｃ ６５ ４４ ８７ ８７ １５２ ４３４
Ｐｅ ５３ ２９ ３８ ２６ １１５ ２６１

南湾灌区 ４ ４２２
ＥＴｃ ５５ ３７ ７４ ７４ １３０ ３７０
Ｐｅ ６３ ４７ ５８ ４０ １３９ ３４８

表 7　典型站点玉米各生育期需水量及有效降雨量
Table 7　Water requirements and effective precipitation in growing stages of

summer maize at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ｍｍ

样点灌区
产量

／（ ｋｇ· ｈｍ －２ ） 用水指标 苗期 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成熟期 全生育期

人民胜利渠 ６ １０５
ＥＴｃ ８６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２８ ４２８
Ｐｅ ４３ ２１０ ８０ ３４ ３６７

赵口灌区 ５ ７１５
ＥＴｃ ７４ ９３ ９３ １１１ ３７１
Ｐｅ ５４ １１１ ５７ ５１ ２７３

板桥灌区 ５ ９７０
ＥＴｃ ７７ ９７ ９７ １１６ ３８７
Ｐｅ ６６ １４１ ５２ ４９ ３０８

广利灌区 ７ ４５５
ＥＴｃ ８０ ９９ ９９ １１９ ３９８
Ｐｅ ２２ １２６ ５１ ２７ ２２６

昭平台灌区 ４ ６６５
ＥＴｃ ８２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２４ ４１２
Ｐｅ ６４ １３７ ５１ ４７ ２９９

窄口灌区 ５ ０７０
ＥＴｃ ８５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２８ ４２６
Ｐｅ ７４ １０２ １１ ６８ ２５５

鸭河口灌区 ５ １３０
ＥＴｃ ８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２２ ４０８
Ｐｅ １３１ ８０ ７１ ９９ ３８１

南湾灌区 ４ ４２２
ＥＴｃ ８５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２７ ４２３
Ｐｅ １５０ ９２ ８１ １１４ ４３７

注：有效降雨量是根据河南省水科院相关试验资料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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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６ 和表 ７ 可看出，河南北部小麦需要灌溉
２ ～３ 水才能基本满足小麦的生长需要，而玉米大多
数地方灌溉 １ 水即可满足生长需要，河南南部的南
阳、信阳等地基本上不需要灌溉即可满足作物生长
需要。
4．3　不同分区实施半旱地农业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各分区种植结构、水利工程、降雨利用和水
资源开发难易程度等综合考虑，分析确定各分区采
用的技术措施如下：

豫西、豫西北山地丘陵区水利设施缺乏，水资源
开发利用困难，作物生育期具有一定的降雨，应该积
极推行集雨节灌等农业措施。

豫北、豫东等地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
河南省确定的粮食核心区，对水资源的保障率要求
较高，也具有较好的引、提水设施和输配水设施，应
积极实施水旱结合措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
效益。

南阳盆地、淮南山丘区降雨量较大，平水年基本
上不需要灌溉即可基本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可推行
半旱地农业。
5　发展半旱地农业的主要技术措施
5．1　进一步抓好水源工程建设与改造
５．１．１　兴建一批中小型灌溉水库和引水设施

河南河流众多，北部是黄河的中下游地段，南方
也有淮河发源，现又有南水北调工程通过。 目前中
小型水库及引水设施的建设重点多集中在黄河等大

江大河上，而中小河流也可适度发展，坑塘引水也有
一定的发展潜力。 一方面要对新建中小型水库或引
水设施进行合理规划，全面统筹各个引黄灌区用水
调度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快现有中小型水库的除险
加固和引水渠道的清淤。
５．１．２　更新、修复和新打一批机井，合理开采地
下水

在豫东、豫南等地，更新、修复和新打一批机井。
通过机井合理布局、修复与井型结构及成井技术的
改进，提出与之适应的地下水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结
合地下水与地表水联合应用的时空调度和监控技术

以及评价体系的建立，解决制约地下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关键技术。
５．１．３　适当发展农村集雨工程建设

使用集雨工程可解决降水时间分布不均问题，
有效利用夏秋多余水分灌溉冬春作物。 集雨工程可

修建在地表水、地下水匮乏地区或者虽有其他水源、
但使用不便，如豫西伏牛山区，太行山东麓及林州盆
地。 这 ３ 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等特点应修建水窖、水
池，采用集雨节灌技术进行节水灌溉。
５．１．４　积极开展再生水灌区建设试点

在郑州等中心城市郊区，建设若干以再生水为
水源的灌区。 再生水是指对排放的污水进行处理后
达到某种使用要求的水资源。 采用再生水灌溉农田
必须满足枟农业用水水质要求枠等相关规范要求。
5．2　以支撑现代农业为目的，完善输配水工程
５．２．１　对现有骨干渠道进行防渗衬砌，提高输水
能力

黄、淮两岸和豫南的大中型自流灌区，应抓紧进
行节水改建配套，对大型骨干渠道进行衬砌，提高输
水能力，减少输水损失。
５．２．２　合理发展管道输水技术

在地面平坦开阔的井灌区，有经济条件地区可
采用管道输水代替渠道灌溉。
５．２．３　推广应用精确量水技术

减少水的浪费，首先需要对各个阶段的过水量
进行有效监控，这就需要精确量水技术。 目前量水
设备包括巴歇尔槽等固定在渠道的水泥砌体，也有
超声波等移动便携式量水设备，国内对干渠等量水
设备已基本应用，而斗渠以下量水技术尚待改进。
量水技术在井渠灌区都可使用，可准确表征用水量，
进而对水资源的统一调配提供工程技术支撑。
5．3　大力发展田间节水灌溉工程

坚持水旱结合，灌区节水与旱地节水建设并重，
工程措施与农业措施互补，重点推广低压管道输水、
大田喷灌、棉花膜下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秸杆
覆盖、地膜覆盖、抗旱抑蒸剂、保水剂、优良耐旱品种
等农业节水技术。
５．３．１　重视地面灌溉节水技术

现阶段适合河南省应用的地面灌溉节水技术很

多，如长畦改短畦、宽畦改窄畦，实现园田化小畦灌
溉；隔沟灌、细流沟灌；精耕细作，平整土地；覆膜灌
溉、坐水点种等。 这些技术投入很低，农民易于掌
握，节水效果也比较明显，特别适宜目前农村生产责
任制三十年不变的管理体制，应提倡大力发展。 在
经济实力较强、农民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可以试
用波涌灌、采用激光平地进行水平畦田灌等新型的
地面灌溉节水技术。
５．３．２　有条件地发展喷灌和微灌

现阶段河南省发展喷灌和微灌应是有条件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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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在作物对象上宜选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花
卉等高附加值的作物；在水源等自然条件上应优先
选择在灌溉水源十分缺乏、高扬程灌区、因土壤或地
形采用地面灌溉很困难的地区、水源有天然水头落
差的地区；在经济和管理条件上宜选择经济实力强、
农民技术水平较高、适度规模经营、统一种植、统一
管理的城市郊区、温室大棚等。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
也是井灌区发展节水灌溉的一种好形式，河南省低
压管道输水灌溉面积绝大部分在井灌区，由于投入
较低、效益好、易于管理，特别适宜一家一户的生产
责任制，很受农民欢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
在。
５．３．３　全面推广非工程节水技术措施

非工程节水技术措施包括水管理措施和农业节

水增产技术措施。 水管理措施包括采用节水灌溉制
度和水源的优化配置。 当前节水灌溉制度对于旱作
物常采用非充分灌溉，对于水稻常采用“浅、湿”灌
溉，一般可节水 ２０ ％ ～３０ ％，对产量并无明显影
响。 灌溉水资源优化配置是按水的经济效益最高来
安排灌溉用水，一般可提高灌溉水效益 ３０ ％以上。
农业节水增产技术措施包括调整作物种植结构、采
用耐旱节水品种、秸秆或塑膜覆盖、培肥改土、施用
化学保水剂等。 这些农业节水增产技术措施配套采
用，一般可提高水分生产率 ３０ ％以上。 非工程节水
技术措施投入较低，农民易于掌握，节水增产效果显
著，应组织大面积推广应用。
5．4　积极培育节水灌溉设备生产企业

我省现有高效节水灌溉设备企业生产工艺落

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和性能低下以及生产高新
技术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 高效节水灌溉设备企业
的发展，需要工艺先进、制造精度高、成本低的先进
设备。

节水灌溉设备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消
费者对于售后服务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目前省内节
水灌溉设备企业在售后服务方面还不能很好地满足

消费者需求，一般没有提供专业化的售后服务。 今
后，节水灌溉设备企业要加大售后服务的投入，使售
后服务制度化、专业化，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
平，通过市场不断孕育出更多属于自己的节水品牌，
以适应节水市场的快速发展。

节水灌溉设备生产企业处于一个难得的发展机

遇中，只有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产
品、技术的革新速度，积极融入到省外甚至国际市场
竞争中去，加强行业交流与合作，提高农业用水效
率，为增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竞争力服好务，才
能得以长远的发展，也才能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并成
为河南省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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