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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干旱缺水是世界性问题，全球有近80个国家、40％的人口面临缺水问题。
据《1998-2007年中国农业用水报告》统计，中国2007年降水量57763亿m3中形成的水资源量仅为25255
亿m3，相当人均水资源量1902m3／人，远远低于世界人均8600m3水资源量水平。
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高峰，在降水总量不减的情况下，人均水资源量将降达1760m3／
人，逼近国际上公认的1700m3／人严重缺水警戒线！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工业、生活和生态用水比例大幅度提高，我国农业用水比例明显减少。
仅1998～2007年10年间，全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从69.3％降到61.8％，下降幅度达到10.8%，凸显
了农业生产用水比例快速下滑的现实。
我国有效灌溉面积、有效实灌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占全国灌溉面积的比例逐年下降，平均值分别
为92%、80％和67％。
近50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我国北方地区增温显著，干旱成灾频度和成灾程度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不仅引发作物严重减产、生态环境恶化，而且还加大了缺水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难度。
干旱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北方农业、农村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
水资源短缺的严峻现实提醒我们，必须修正我国以追求粮食高产为目的的高耗水或低用水效率的农作
模式，必须建立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我国农业资源性缺水的替代型农业生产新体系，加速发展以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利用效益为中心和区域经济同步发展的节水高效型农业生产模式。
　　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缺水国家一样，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性缺水，同时还存在着工程性缺水、
季节性缺水、区域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等结构性与管理性缺水问题。
主要表现在：西北地区农业用水量比例均呈下降趋势，雨水稀少，十年九旱，目前耐旱作物与高耗水
作物种植并存，种植结构与降水错位严重，造成旱上加旱、旱灾连绵；西南地区蓄水工程年久失修，
蓄水储水能力薄弱，农业实际用水量呈下降趋势，季节性干旱或旱灾频发；东南部地区极端气候出现
频度较高，虽水资源充足，但由于不合理的用水和管水制度，经常出现水质性缺水，季节性旱涝并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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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保障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为出发点，以我国节水高效农业发展的需求为方向，以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利用效率、节水增效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重点研究了制约现阶段节水高效农业发
展的农作制度，从理论上对我国北方不同区域节水型种植结构形成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
法、综合评价模型、调整种植结构节水的基本原理、节水型种植结构形成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加以
探讨，提出了我国北方节水高效种植结构的调整方向；研究建立了节水高效种植模式；提出了主要作
物节水、省肥、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和发展了环境友好型早地保护性耕作关键技术，构建
了节水型农作制度智能决策平台。
    本书内容丰富，集技术性、系统性、实用性为一体，力求使读者能对我国节水高效农作制度新学科
有较系统的认识。
    本书适合从事节水农作制度、现代耕作学、节水农业、土壤蓄水保墒和水肥研究等方面的科技人员
使用，也可供农学、土壤化学、水利等有关专业的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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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农作制度发展战略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主要是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解决国民吃
饭问题为目标，研究重点主要围绕以间套复种为主要内容的多熟种植制度；20世纪50～70年代以扩大
复种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提高粮食总产；80年代以提高单产、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主以提高粮食总产，
并逐步向高功能（高产量）高效益种植模式发展；90年代从高产高效种植实践与理论探讨，逐步走向
种植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进人21世纪，随着我国农业水资源缺乏形势日益严重和现代高新技术不断涌
现，给我国实施新的农作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活力，节水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
作制度的研究与演变又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与农业水资源高效配伍的可持续高效农作制度成为农业
发展的基本方向，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资源性节水、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结构性管理节水、以生物技
术为重点的生物节水、以现代装备和新材料为引导的现代节水高效农作制度成为我国缺水地区农业生
产、结构调整的核心主轴，节水高效、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是农作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
　　从未来我国人口一粮食需求一农业供水关系来看，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高峰，届时粮食总
需求量为6亿t，而农业供水能力只能维持在3900亿～4000亿m3，农业水资源缺口将达900亿m3，无论是
旱作农区还是灌溉农区都面临非常紧迫的高效用水与节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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