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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能源、人口、环境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四大热点问题。
其中水资源是各种资源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资源，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人均水量不足2200，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居世界第110位。
我国水资源总量中，可用水储量只有1.1万亿，而目前用水量已达5600亿，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多个
供水不足，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
因缺水影响到4000万城市人口的正常生活，每年造成工业损失2000多亿元。
每年农田受旱面积3亿-4亿亩，平均因旱减产粮食250亿-300亿kg，占各种自然灾害损失总量的60％。
水资源日益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且农业用水始终是用水量的大户，是造
成水资源短缺的主要矛盾。
我国灌溉面积不足总耕地面积的一半，农业灌溉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以上，约3500亿，灌溉水的
利用率只有40％左右。
也就是说每年经过水利工程引、蓄水过程的3500亿水量，有一半以上是在输水、配水和田间灌水过程
中被白白浪费掉。
我国每立方米水生产粮食不足1kg，而发达国家的灌溉水利用率可达80％-90％，每立方米水生产粮食
为2kg以上，以色列已达到2.32kg。
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
如果采用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将全国已建成灌区灌溉水利用率提高20％-40％，即使灌溉水的利用率达
到60％-80％，则每年可节约水量约700亿-1400亿m。
。
若按农作物利用的水量占灌溉用水的1／3左右考虑，仅辽宁省农业灌溉用水的节水潜力就达60亿以上
。
综上可看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由于农业是用水大户，其用水量约占全国用水总量的70％，在西北地区则占到90％，其中90％用于种
植业灌溉，而且节水潜力巨大。
因此，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缺水形势，建立节水型社会、发展节水农业是一种必然选择，尤其对于北
方地区发展节水农业是解决供水危机的首要途径，同时，也是建设现代农业本身的需要。
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紧密结合是可持续农业所追求的一个目标，而根据水
资源状况和农业需水规律所实施的节水灌溉便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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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农业节水灌溉理论、工程节水、农艺节水、管理节水及农业节水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
研究，构建了先进、实用、具有北方特色的农业节水理论和技术集成体系。
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水稻土壤水分能量调控标准，旱田潜水蒸发系数的幂函数和指数函数经
验公式，农业灌溉水平衡测试及分析评价方法；建立了旱田年降雨入渗补给系数的经验模型、节点渗
灌土壤水分运动模型、河库联合农业供水优化模型以及水稻水分生产函数动态产量模型，水稻水位生
产函数，一井灌两田、提高单井利用率的优化模型；成功开发应用了节点渗灌新模式。
二是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提出了大田、经济等各类作物在不同灌水形式下的高效节水灌溉制度和操
作管理模式。
三是在管理节水研究方面：探索并提出了具有沈阳地域特色的两种自主灌排区管理(sIDD)模式。
本书可供相关决策、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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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　水资源现状及农业水资源需求情况一、世界及我国水资源状况水、能源、人口、
环境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四大热点问题。
其中水资源是各种资源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资源，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
地球表面约有70％以上面积为水所覆盖，其余约占地球表面30％的陆地也有水存在，但只有2.53％的
水是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
由于开发困难或技术经济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海水、深层地下水、冰雪固态淡水等难被直接利用。
比较容易开发利用的、与人类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湖泊、河流和浅层地下淡水资源，只占淡水总
储量的0.34％，还不到全球水总量的万分之一，因此，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并不丰富，若把一桶水比为
地球上的水，可用的淡水只有几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全世界的用水量也在逐年增加。
目前全球人均供水量比1970年减少了1／3，因为，在此期间地球上又增加了18亿人口。
世界银行1995年的调查报告指出：占世界人1：340％的80个国家正面临着水危机，发展中国家约有10
亿人喝不到清洁的水，17亿人没有良好的卫生设施，每年约有2500万人死于饮用不清洁的水。
目前，世界上已有超过1／2的陆地面积、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水，20亿人饮水困难。
而人类正以每15年增加1倍的淡水需求消耗着水资源。
截至目前，人类淡水消费量已占全世界可用淡水的54％。
世界的水资源分布也十分不均，除了欧洲因地理环境优越、水资源较为丰富以外，其他各洲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一些严重缺水地区，最为明显的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内陆国家，那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存
在严重缺水的问题；在亚洲也存在类似问题。
例如，公元前每天人均耗水约12L，中世纪时人均耗水增加到20－40L，18世纪增加至60L，当前发达国
家一些大城市人均每天耗水500L。
在发展中国家，对水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
如我国，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用水量翻了几番。
据联合国预计，到2025年，世界将近1／2的人口会生活在缺水的地区。
水已成为制约众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生态维持、建设的重大问题了，水危
机已经严重制约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已深刻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再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世界上还没有找到任何一
种物质可以替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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