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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淡水资源日趋紧张，干旱面积不断扩大，干旱程度日益加剧，旱地农业的研究与开发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国旱地主要分布在北方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北方旱地农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我国21世纪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该地区是我国粮、棉、油、豆的重要产地，也是林果业和畜牧业的重要基地，名特优农产品资源丰富
。
提高北方旱农区农业生产水平对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该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农业用水紧缺在相当程度上是水资源有效利用率低下造成的。
目前，旱农地区对自然降水及转化为土壤水的平均利用率还较低，旱作农业区的有限降水并未得到充
分利用，致使当前农田实际生产力水平显著低于当地降水生产潜势。
　　综观现有研究，研究者在覆盖栽培、保护性耕作、集雨补灌、抗旱作物和品种选用等方面均做了
不少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针对旱地雨水就地蓄积利用的技术开发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
贾志宽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依托承担的各类课题，多年来在不同类型旱农区围绕降水高效利用致力于旱
地农业研究，《旱作农田根域集水种植技术研究》一书是对他们“九五”以来研究工作的一个颇具特
色的反映。
该书在总结分析国内外集水农业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他们在半干旱区及半湿润易旱区开
展的农田集雨种植试验研究的工作进展。
从书中介绍的内容看，“根域集水种植”抓住了当前旱区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思路有创
意，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成果符合当前实际，易于采用。
他们多年、多点、多作物的研究表明，该技术体系增产效果显著，可以极大地提高旱区降水生产率，
在旱农区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该书的出版，为从事旱农研究的科技人员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参考读物，其内容对丰富旱农理论
也有一定意义。
尽管书中内容和研究工作仍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它对生产的价值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十分
可贵的。
在该书出版之际，愿以序为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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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旱作农田根域集水种植技术研究》是依托省、部及国家科技项目，在作物根域集水种植技术多
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研究工作进行的系统性和阶段性总结，主要内容反映了作者近十五年旱作农
业研究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内容包括：国内外根域集水种植研究进展、根域集水种植的农田水温状况、根域集水种植对作物光合
生理生态特性的影响、根域集水种植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根域集水种植对土壤速效养分及利用效
率的影响、根域集水种植农田的水分调控、根域集水种植带型的优化设计、半干旱偏旱区主要作物根
域集水种植技术研究、半湿润偏旱区主要作物根域集水种植技术研究、半干旱区主要作物根域集水种
植技术研究等方面。
　　《旱作农田根域集水种植技术研究》可为从事旱地农业研究、节水农业技术研发、农业资源高效
利用方面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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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验设计二、结果与分析参考文献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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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很早就注意对旱区农业的研究，以后又提出了，“早地农业”、“旱作农业”等，但大规模
的旱地农业开发也只是近些年的事。
在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贫困山区人畜饮水问题，我国科学家开始对集水技术进行初步研究。
同期，从事干旱生态、干旱气象和旱地农业研究方面的专家在分析以往旱农研究生产成效和局限的基
础上，指出了旱农地区集水农业的研究和发展思路，联合提出了“集水农业”命题。
　　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和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以集水技术为依托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庭院经
济集水农业模式。
集流面的类型主要为混凝土庭院、屋顶、土路面和柏油路面，收集的雨水贮存在混凝土薄壳水窖及传
统的红胶泥旱井中。
水窖主要分布在庭院旁或接近路面的田池中，收集的雨水除人畜饮水外，还结合点灌和微灌措施发展
果园、蔬菜及花卉和小规模的大田作物生产。
如甘肃的“121”工程，陕西的“甘露工程”，山西的“123”工程，宁夏的“窖窑工程”和内蒙古即
将启动的“11338”工程。
甘肃的“121工程”、宁夏的“窑窖工程”和陕西的“甘露工程”已形成一定规模。
同时我国在黄土高原区大面积推广集流梯田和田间微集水覆盖措施，在农业生产方面获得显著成效。
1996年，赵松岭编著了《集水农业引论》，从而确立了集水农业思想。
《集水农业引论》一书的出版，发展了传统旱地农业思想，确立了现代旱地农业新的研究方向。
实践证明，发展集水农业是发展干旱地区农林牧业生产的成功之路，也是解决山区干旱和防治水土流
失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的集水农业实践在宏观上注意解决干旱与水土流失问题，在微观上注意解决3个问题：一
是根据降水和坡面产流情况，正确确定产流区与承流区的面积比；二是处理好“需水”与“蓄水”的
关系，以使贮水量既可满足植物生长需要，又能以安全、合理利用为原则；三是注意给洪水留出路，
兴修适当的排水设施。
同时要正确处理好生态治理与经济开发之间关系这一核心问题。
我国旱区、水土流失区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集水农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山区经济的振兴，生产实践会不断给集水农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集水农业必
然向多层次、高层次的目标推进，进人园田化、集约化、艺术化的新阶段（赵松岭，1996），与此同
时，根域集水种植技术的发展也更加广义化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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