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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北农业大学农业水土工程研究所是1992年经农业部正式批准成立的。
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1年原西北农学院设立的农田水利研究部。
该研究部是中国近代较早进行农田水利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机构。
农田水利研究部成立后即着手进行浑水灌溉、泥沙问题等方面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其成果主要有《黄
土及黄水之认识》、《黄河治本探讨》、《黄土区域之潜水问题》、《流水挟运泥沙之通式》等，并
于当年11月开始招收研究生，至新中国成立时共招收研究生20名。
1949年后，由于学校面临院系调整、教学改革等重大问题，无暇顾及研究部的工作，其活动自行中止
。
但原有人员对农田水利科学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1979年以后，在熊运章、朱凤书教授的积极努力下，重新进行研究室的恢复工作，1981年开始建设灌
溉试验站。
1982年经学校批准成立了农业水资源与灌溉研究室。
同年，以该研究室为基础，申报并获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田灌溉专业（即现在的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硕士点，1986年该专业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博士授予权。
1992年，在原研究室的基础上经农业部(1992)农（教）函字第50号文件批准正式成立该研究所。
1993年，以该研究所为基础的农业水土工程学科被批准为农业部部级重点学科。
1996年经评审批准成立了农业部农业水土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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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节水农业作为缓解中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本书共分九章，包括总论，农业节水机理，作物需水量与节水型灌溉制度，土壤与作物水分监测与预
报技术，农田节水灌溉技术，输水系统节水技术，灌区水量流量调配技术，黄土高原雨水、浑水资源
高效利用技术，西北地区地面水地下水资源持续高效利用技术等。
    本书内容系统完整，资料丰富，理论联系实际，突出西北农业大学农业水土工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可供农田水利、土壤物理、农业气象、植物水分生理、农田生态、农业水文与水资源、农业水土工
程、节水农业、水环境、水土保持等方面的科技人员阅读，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的
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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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资源紧缺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m3，居世界第六位。
但按现有人口计算，人均年占有水资源量2 200m3，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109位，属13个贫
水国之一。
耕地每公顷平均水量为28 050m3，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5。
而且，中国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81%的水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
区人口占全国的45.3%，耕地占全国的64.1%，而水资源量却仅占全国的19%，人均占有量为517m3，相
当于全国人均量的1/5和世界人均量的1/20。
因此，中国北方地区的水资源问题更为突出。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年也特别指出中国北方、印度南方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缺水的严重性。
由于缺水，全国有7000万人和6 00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城市处于缺水状态，其中严重缺水城市110多个。
缺水还导致过量引用地表水和超采地下水，致使旱季常发生河流干涸断流、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产
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明显，中国北方干旱加剧。
在中国自然灾害中，旱灾对农业产量影响最大，进入90年代以来，每年受旱面积0.27亿hrn2左右，比50
年代增加1.5倍以上，成灾面积增加3倍。
1994年，全国受旱面积0.3亿hrnz，成灾面积0.173亿hm2，减产粮食260亿kg。
今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的发展，水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除了开源以外，而节约用水则应是解决当前水资源紧缺的首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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