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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介绍雨水资源化与现代节水农业概念及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 进一步论述了雨水资源化与现代节水农

业的关系;指出雨水资源高效转化利用是现代节水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础性工作, 也是现代节水农业技术体系的

重要内容之一;最后从发展现代节水农业角度考虑提出了近中期雨水资源化的若干研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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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干旱加剧和水资源紧缺问题的突出,雨

水利用作为一项亟待开发的非常规水资源高效利

用技术, 已普遍受到关注与重视, 尤其是在国家

/九五0科技攻关项目中设立的 /人工汇集雨水利

用技术研究 0专题和 /十五 0国家 /现代节水农业技

术体系及新产品研究与开发 0重大科技专项 ( 863

计划 )中设立的 /新型高效雨水集蓄与利用技术研

究 0以及 /北方半干旱集雨补灌旱作区节水农业综

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 0等课题,已取得一系列可

喜的研究成果, 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

益,展现出雨水利用的巨大潜力。据有关部门统

计,目前我国开展雨水利用范围已涉及到 13个省

(市、自治区 )的 700多个县 (区 ), 国土面积约 200

万 km
2
,人口 2. 6亿。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到目前

为止,已建成各类水窖、池塘、小塘坝、水柜等雨水利

用工程 1 200万处,蓄水 160亿 m
3
;初步解决了3 600

万农村人口的饮用水问题, 近 2 000万人口温饱问

题, 1 700多万头牲口的饮水问题;同时发展了将近

267万 hm
2
集雨补灌面积,提高了农作物生产保证

率,创造了目前雨水利用世界之最纪录
[ 1 ]
。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证明, 雨水利用已不仅是一

种变被动抗旱为主动抗旱的农业高效用水方式,而

且已成为水资源综合管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 更是对传统旱地农业的继承与进一步发



展,也是现代节水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础性工作和重

要研究内容之一
[ 2]
;以可更新雨水资源作为水资

源总量的观点也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
[ 3、4]
。长期

以来, 我国水资源利用主要集中在开发河川径流和

地下水,往往忽略了雨水的开发利用。在传统水资

源评价工作中,也只考虑地表水和与地表水不相重

复的地下水之和, 雨水没有作为水资源总量来评

价
[ 5]
。我国降水总量达 62 000亿 m

3
, 其中只有

45%转化为地表水和地下水, 即 28 000亿 m
3
形成

了现在所谓被认为是水资源的部分
[ 6]
。如果把目

前意义下的水资源以外的 55%排除在 /可通过工

程措施供人类利用 0、/可更新 0水资源的范畴以

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人类十分有用的资

源。特别是在我国北方水资源极为紧缺的地区,仅

靠开发常规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解决干旱问题,

不仅技术上难以实现, 经济上也难以承受,唯一有

潜力利用的水资源就是雨水。如果在指出 /水是

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 0的同时,

又把雨水排除在水资源量之外,则难以保障该地区

的水安全和粮食安全。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实施,以及国家制定的 5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6和中长

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都对雨水资源化

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

文试图在分析雨水资源化和现代节水农业概念、内

涵与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雨水资源化和现代

节水农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雨水资源化的若干研

发重点,以为近中期雨水资源化利用研究的开展提

供借鉴和参考。

2 雨水资源化与现代节水农业的科学内涵

2. 1 雨水资源化的科学内涵

雨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从雨水利用研究

角度考察分析, 雨水实际上是指自天空而降,且能

够转化为水体的一切物质。雨水是一种资源, 只有

在它的价值被实现之后,才可称之为资源化。所谓

雨水资源化就是指雨水被开发、利用, 转化为资源

并产生其价值的一个过程,雨水资源价值的实现过

程可称为雨水资源化,它包括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产

生效益等主要环节
[ 2、6、7]

。按照上述概念去理解,

雨水资源化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其

一,雨水资源化是一个过程,是雨水资源开发利用,

并产生效益的一个全过程;其二, 雨水资源化是一

个系统的概念, 资源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视

为该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实现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雨水资源化;其三, 雨水资源化又

是一个具有动态特征的广义性概念,资源化过程中

的每一个环节都可归属于雨水资源化概念之中,资

源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它包括资源化过程中

的各个环节。按照雨水资源化利用对象特点和目

标以及转化层次,可将雨水资源化分为广义雨水资

源化和狭义雨水资源化。广义雨水资源化不仅包

括缓解干旱缺水的农业雨水资源利用,而且还包括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雨水资源利用和满足人畜饮水

的雨水生活利用,以及城市雨水资源利用和回灌地

下水等;本文着重所指的狭义雨水资源化仅指缓解

干旱缺水, 提高雨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的农业

雨水资源利用。

农业雨水利用是指通过自然过程或人类活动

将雨水用于农业生产以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农业

生态系统的利用,主要包括雨水经过集流、储存、输

送到达田间、土壤和被作物吸收等一系列过程。在

这些转化过程中发生着不同状态水的转化,包括雨

水自降落转化为径流的集流过程, 径流储存在蓄水

工程中成为人工供水的水源水的蓄水过程,水源水

转化为田间水的输水过程,田间水转化为有效土壤

水的灌溉过程, 有效土壤水转化为作物水的作物生

理过程,以及最后作物水转化为产量或价值的过程

等多个环节。农业雨水利用的科学研究就是要在

上述的部分环节或所有环节中,借助现代科学与技

术,不断提高各种状态水的转化率和转化效率,即

最终大幅度的提高雨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

2. 2 现代节水农业的科学内涵

人类生产农业方式已经历了从原始的 /靠天

吃饭 0的旱作雨养农业, 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并

存,节水农业发展到目前的现代节水农业阶段。现

代节水农业的产生基于当今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

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

术,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科学与

技术的发展,不仅拓宽了节水农业技术研究的范畴

和领域,而且也为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

先进技术手段, 也使得发展现代节水农业技术成为

可能。节水农业是指在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前提

下,尽量减少灌溉用水量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节

水农业技术是以同步提高自然降水与灌溉用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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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和利用效率为目标。现代节水农业是指在确

保区域生态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在维持植物

生命健康与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 实施精量

给水与智能化配水,尽量减少植物生命过程和给水

过程中的无效水量,提高农业综合用水效益的一种

农业生产方式
[ 8]
。现代节水农业所倡导的是以科

学发展观为前提,强调从源头节水, 从植物生命需

水过程入手,依据植物生命健康实施精量给水, 重

视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尽量减少植物生

命过程和给水过程中的无效损失水量,实现区域农

业高效用水的一种综合节水理念。

现代节水农业所涵盖的技术不仅继承了以往

传统节水农业技术中工程节水、农艺节水和管理节

水所涵盖的所有传统节水技术, 如渠道防渗技术、

精细地面灌溉技术、喷灌技术、微灌技术以及地表

覆盖保墒技术等,而且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

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支撑下, 形成了以植物

整个生命需水过程为核心,以农业用水综合效益最

佳为目标的节水植物品种基因型鉴选技术、植物生

命健康需水过程调控技术、植物精量给水技术、土

气界面聚墒抑蒸技术、气植界面水循环技术、异源

水植物利用技术, 以及区域智能化配水等 7项技

术,它所涵盖的技术是基于植物生命健康需水与供

水过程的全程节水技术。

3 雨水资源化与现代节水农业的关系

3. 1 雨水资源化是现代节水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础

性工作

雨水利用作为水资源利用最早的方式已有几

千年的历史。最初的农业雨水利用是与原始的

/靠天吃饭 0的旱作雨养农业相对应的, 原始的旱

作雨养农业完全依靠降水来满足作物的水分需求,

属于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粗放式农业生产,农业生

产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该阶段的雨水利用也属于

一种自然的或原始的雨水利用,也就是植物对没有

人为活动影响的、自然水文循环过程中的雨水利

用;伴随着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发展, 雨

水利用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利用形式,如通过一定

的工程措施增加拦蓄水量 (梯田、水平阶、鱼鳞坑 )

或减少无效蒸发 (覆盖、耕作保墒 ),主要是提高雨

水的就地降水拦截效率和空间富集效率, 在该阶段

的雨水利用可称之为雨水的被动利用;发展到节水

农业和现代节水农业阶段,雨水利用与过去人们自

发地开发利用雨水资源已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雨

水的主动利用, 其技术体系不仅涵盖了雨水的自然

利用和被动利用层次,而且强调了雨水的时间富集

效率以及有效土壤水转化为作物生理用水和作物

生理用水转化为农业产出的效率等几个层次,同时

也强调了工程化的手段和工程的概念以及科技的

概念。在现代节水农业阶段, 水资源管理的根本问

题就是在维持作物生命健康与充分利用自然降水

的基础上, 实施精量给水与智能化配水。因此以提

高对天然降水利用率与利用效率为目标的雨水资

源化应是现代节水农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现

代节水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础性工作。

3. 2 雨水资源化是现代节水农业技术体系的重要

内容之一

基于上述现代节水农业的科学内涵可以看出,

现代节水农业所涵盖的技术是基于植物生命健康

需水与供水过程的全程节水技术。从技术层面考

虑,要真正实现农业高效用水,必须控制好以下几

个重要环节。一是植物自身节水, 包括节水品种,

植物生命健康需水过程;二是如何充分利用自然降

水,提高自然降水 - 土壤水 - 蒸腾水转化效率;三

是尽量减少灌溉水的浪费 (包括输水过程和田

间 ), 依据植物生命健康需水实施精量给水;四是

控制好土气与气植二个界面, 减少植物生长过程中

的无效用水,提高植物用水效率;五是开发利用异

源水即非常规水资源,增加农业用水量;六是从区

域层次角度考虑, 实现智能化配水, 提高区域农业

用水效率
[ 8]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现代节水农业

技术体系中的诸环节基本上都与雨水资源化关系

密切,尤其是如何提高自然降水 - 土壤水 - 蒸腾水

的转化效率和尽量开发利用异源水,减少灌溉水等

环节。可见,雨水资源化不仅是现代节水农业发展

的战略基础性工作, 更是现代节水农业技术体系的

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3. 3 雨水资源化是实现农业高效用水, 降低常规

农业用水量的有效措施

雨水资源的高效转化与利用是实现农业高效

用水,减少灌溉用水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当前解决

我国农业用水紧缺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之

一。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每年农业用水短缺 300亿

m
3
,造成粮食生产直接损失 250~ 350亿 kg, 尤其

在我国北方水资源极为紧缺的地区,仅靠现行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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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灌溉技术和投入力度来解决农业用水短缺还是

有困难的, 为此必须采取新的举措。在我国 1. 23

亿 hm
2
耕地中目前仅有 0. 56 hm

2
耕地能确保有效

灌溉, 还有将近 0. 66亿 hm
2
的旱作农业耕地,占我

国总耕地面积的 53. 84% ,只能依靠自然降水来进

行农业生产,而我国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只有 56%,

其中还有 26%的水分消耗于作物生育期的无效蒸

发,作物真正利用的降水利用率也仅为 30%左右,

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亟需提高降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来满足粮食生产需求
[ 9~ 11]

。如果利用

先进科学技术手段,通过雨水资源化利用技术将我

国降水资源利用率从目前的 30%提高到 45%左

右,就可新增农业降水利用量 450亿 m
3
,可为满足

我国未来粮食安全生产用水需求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同时也可节约部分常规农业用水量, 补给工业

生产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因此,雨水资源化是实

现农业高效用水,降低常规农业用水量的有效措施

之一。

4 近中期雨水资源化研发重点

针对雨水资源化和现代节水农业科学内涵,结

合雨水资源化与现代节水农业的关系,从现代节水

农业角度考虑,近中期雨水资源化的研究与开发应

主要集中在雨水资源化理论和雨水资源高效转化

利用技术 2个方面。

4. 1 雨水资源化理论方面

雨水资源化理论是支撑雨水资源高效转化利

用技术目标可以实现的重要课题,其研究热点主要

集中在雨水资源化潜力及环境效应、农田降水 - 土

壤水 - 作物水转化过程模型、农田土壤有效库容的

计算模型与评价方法等几个方面
[ 12~ 14]

。在雨水资

源化潜力及其环境效应评价方面,重点研究雨水资

源化潜力与其主要影响因子间的定量关系,构建雨

水资源化潜力计算模型,并给出不同区域雨水资源

化潜力。并重点研究实施雨水资源开发措施后,区

域降水资源的地表再分配状况,农业用水与生态用

水变化状况,建立雨水资源开发环境效应评估指标

与方法,构建雨水资源化后对区域环境影响的互动

模型, 确定区域雨水资源合理安全开发量;研究主

要土壤类型不同作物条件下农田降水 - 入渗与再

分布过程, 土 - 气界面及土 - 植界面水量转化过

程,提出农田降水 - 土壤水 - 作物水转化过程模

型,确定不同区域农田降水转化效率。研究主要区

域土壤结构参数 (物理性粘粒含量、孔隙率、容重 )

和农田微地形变化, 对土壤入渗性能、持水性能、供

水性能、蒸发性能及土壤水分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建立农田土壤有效库容计算模型和评价方法,提出

农田土壤水库扩蓄潜力。

4. 2 雨水资源高效转化利用技术方面

4. 2. 1 雨水集流材料与集蓄利用形式  在雨水集

流材料方面,主要研发集流效率高、成本低且对环

境无污染的绿色环保集雨材料
[ 15、16 ]

。在土壤固化

剂集流材料方面,以现有土壤固化剂材料技术经济

性能为基础,筛选出适于用作集流材料的新型土壤

固化剂,通过试验与田间考核,提出土壤固化剂集

流材料施工工艺和使用技术。并通过对现有土壤

固化剂材料改性,研发新型专用土壤固化剂雨水集

流材料;在高分子面喷涂集雨材料方面, 研发可明

显改变土壤入渗性能、对环境无污染、价格相对低

廉的高分子化学材料;在生物集雨材料方面, 以筛

选和培育适宜干旱山地生长, 且具有固土、低入渗

功能的地表附着植被 (苔藓、地衣 )为基础, 研究有

利于上述植被快速生长的工艺与以其为主要内容

的新型生物集流面的建造技术。在坡地集蓄利用

形式方面, 研究不同下垫面坡地径流纵向运移变化

与坡长动态关系, 坡面径流横向运移变化规律,以

此确定坡地径流纵向集中地段的位置以及坡地径

流横向集中分布状况,并采取在纵向集中地段位置

横向拦截, 坡地横向集中点就地聚集的方法, 分散

集蓄雨水。在存贮结构优化与新型窖体开发方面,

重点改进与提高现有雨水存贮设施结构形式,开发

新型可一次性拼接完成施工的橡塑窖体,降低现有

水窖施工成本, 减少施工工序。提出塑料窖体加工

工艺、几何尺寸,形成定型产品;确定出雨水存贮设

施优化方案、以及相应的施工工艺与技术操作

规程。

4. 2. 2 农田降水 - 土壤水高效转化利用技术  在

农田降水 - 土壤水高效转化利用和土壤有效库容

研究基础上,针对我国北方干旱缺水主要区域的农

田土壤特点,以提高不同农田自然降水 - 土壤水之

间的转化效率为目标,通过改变土壤结构参数、土

壤剖面结结层次和田间土壤微地形条件,增加土壤

的有效库容,重点研究土壤剖面非均质结构优化增

容技术、农田蜂窝状入渗孔径流调控技术、根域微

集水优化配置技术以及生物造腔扩蓄增渗等技术,

18 中 国 农 业 科 技 导 报 9卷



并研究上述不同技术的土壤扩蓄增容和径流调控

效应, 建立相应的田间应用技术参数。

4. 2. 3 土壤水库扩蓄增容制剂  以有效改善土壤

团粒结构,减少土壤容重,增加总空隙度和土壤有

效水分储存能力为目标,研发新型绿色高效低成本

的土壤水库扩蓄增容制剂。重点利用微生物对促

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和对土壤有效孔隙改善的作

用,以微生物菌株、秸秆、腐殖质酸等为主要原料,

通过发酵、造粒, 研制土壤生物增容剂;以高分子保

水材料为基本原料,通过造粒、缓释材料涂层等工

艺过程,研制人造土壤有机团粒增容剂;利用造纸

废液中的主要成分木质素,进行交联接枝等改性反

应,添加助剂,实施乳化和雾化技术改进, 增加强度

和粘结性,开发具有土壤水库扩蓄能力的安全可降

解保水型土壤结构改良剂;以活性炭、秸秆等为主

要原料,通过粉碎加工、机械混合,研制有机无机复

合增渗材料。并研究上述土壤水库扩蓄增容制剂

的农田扩蓄增容效果和农田相应应用技术。

4. 2. 4 土壤水 - 作物水高效转化技术与制剂  以

提高有效土壤水 - 作物生理用水的转化效率为目

标,重点研究土壤水分、养分对作物根系生长与水

分吸收的影响,建立作物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动态

模型, 提出基于作物根系动态耦合模型的最佳营养

调控水分转化技术途径。采用仿生学原理,防生光

叶植物反光减少水分损耗,从植物中提取成膜物质

研制成膜反光抗旱剂,反射阳光、降低叶面温度,调

控植物蒸腾。通过研究聚醚类化合物的高效活性

和冠醚类化合物的毒性, 采用固相催化技术,开发

具有抗旱和刺激植物根系生长的高活性、低毒

RAD调节剂 (多效缩醛 ), 开展 RAD的慢性毒理试

验,田间残留试验及其土壤淋溶等环境行为研究,

提出 RAD在不同气候、土壤和作物条件下的应用

技术, 并研究相应的植物抗旱节水制剂的节水增产

效应。

4. 2. 5 农田雨水高效转化利用技术体系  以构建

具有区域特色的农田雨水高效转化利用与配套技

术体系为目标,重点开展技术体系集成创新与雨水

高效转化利用技术平台建设,在我国北方干旱缺水

的不同类型区, 以小麦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为对

象,根据区域自然降水、农田土壤和作物需水特点,

结合现有的农田灌溉和保墒耕作等技术, 对上述的

土壤非均质结构优化增容技术、农田蜂窝状入渗孔

径流调控技术、根域微集水优化配置技术、土壤生

物增容剂、有机团粒增容剂、有机无机复合增渗材

料与植物抗旱剂等单项技术与材料进行有机的集

成与示范, 建立适合不同区域和作物降水资源高效

转化利用综合技术体系, 不断提高技术综合效益。

5 结语

¹ 以充分利用自然降水, 提高降水资源转化利

用效率为目标的雨水资源化是缓解干旱缺水,实现

农业高效用水, 降低常规农业用水量的有效措施之

一,它不仅是现代节水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础性工

作,更是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的重要研究内容;

º 通过雨水集流材料与集蓄利用形式、农田降

水 - 土壤水高效转化利用技术、土壤水库扩蓄增容

制剂、土壤水 - 作物水高效转化技术与制剂以及雨

水资源化理论和雨水高效转化利用技术体系集成

与示范的研究, 充分利用自然降水, 大幅度提高不

同层次的降水资源转化利用效率是近中期雨水资

源化研究发展的主流方向;

» 雨水高效转化利用技术是一项非常实用、效

果明显,且便于操作的环保型水资源高效利用技

术,更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系统工程, 具有鲜

明的长期性和公益性特点,其研究深度正在不断深

化,未来雨水利用技术发展更依赖于高新技术的支

撑与应用。

¼ 本文目的在于为从事现代节水农业技术和

农田雨水利用技术研究的同行提供一定的研究借

鉴,也为雨水利用技术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

思路,为雨水高效转化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提供一

点参考信息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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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粮油新品种带动食品工业的发展

优质高产专用小麦新品种培育

项目承担单位: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

研究所等

研究人员采用遗传标记等多项育种技术,育成了优质、强筋、早熟、多抗、高产、广适性小麦新品

种 ) ) ) 郑麦 9023,获 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3) 2005年收获面积位居全国当 前小麦品

种第一位。基于小麦雄性育性的相对性原理,研究人员利用我国独创的小麦温敏雄性不育种质育
成了高产优质杂交小麦新品种京麦 6号, 2003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为温光敏

两系杂交小麦,并配套建立了完整的二系杂交小麦高效制种技术。高产优质面条小麦新品种 ) ) )

济麦 19于 2003年 2月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同年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目

前,在黄淮麦区累计推广 396. 4万 hm
2
,增加小麦 21. 76亿 kg。

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4号    邮政编码: 100045       
联系人: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生物处 E2mai:l Chzhaobo@ 126. com

电话传真: 01026852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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