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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龙大队实施井灌园田化规划

经济用水的调查与探讨
关

刘庆生

(西北农学院农经系 )

春干
、

伏旱对渭北旱源农业生产威协较大
, 在有条件的地方

,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

进行补充灌溉
,

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有明显的效果
。

水资源是农业 自然资
.

源中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

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它
、

利用它
。

在渭

北旱 源如何做到适时适量的灌溉
,

本文运用 了联合国粮农组织 ( F A O ) 介绍 的一 种 计

算方法
, 为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提供科学数据

。

通过对青龙大队十年来利用辐射井灌溉

经济效益的分析
,

探讨打井投资的最佳点
,

供同类地区打辐射井进行投资比较时参考
。

一
、

青龙大队井灌园田化规划简介

青龙大队是陕西省乾县城关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
, 位于县城以东三华里

,

地处渭北

旱源
。

地势北部稍高
,

海拔高度在 62 5一 6 45 米之间
。

境内有南北走向三条沟
,

将耕地割

裂成四大块
,

给机耕和农田基本建设造成很大不便 ( 见图 1 )
。

据 1 9 5 9年至 1 9 8 0年 22 年的气象资料
,

青

龙大队年平均气温 1 2
.

7℃
,

年平均最高气温

1 8
.

2 ℃
,

极端最高气温 41 ℃
,

年平均最低气

温 8
.

0℃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17
.

4℃
。

年 平 均

降雨量 5 3 7
.

9毫米
,

多集中在七
、

八
、

九三

个月
,

且多暴雨
。

春干
、

伏旱频繁
, 加之该

队地处乾县羊毛湾和杨家河 两个水库灌 区的

末尾
,

灌溉水源缺乏保证
,

干旱对农业威协

较大
。

总土地面积 2 , 7 93 亩
,

其中 :
耕地面积

2 , 5 22 亩
。

土壤主要为红油土和白膳土
,

肥力

较差
,
磷肥尤缺

。

全大队现有五 个生产队①
, 2 3 5户

,

1 ,

07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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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龙大队地形图

“

本文承丁荣晃
、

李佩成副教授指正
,

乾县城关公社马去良同古提供一些资科
,

在此一并 表 示

谢意
。

诈①1 9 81 年第三生产队分为三
、

五两个生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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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男
、

女劳力 4 70 个
。

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
、

玉米
、

棉花
。

由于
_

七述的自然条件
,

青龙大队干旱缺水
,
在打辐射井以前

, 农业发展缓慢
, 粮

、

棉产量一直低而不稳
。

例如
,

在一般降雨年份
,

粮食亩产在 2 50 斤上下 , 棉 花 亩产 30 一

4 0斤
,

若遇旱年
,

产量更低
。

自 1 9 7 3年开始打辐射井利用地下水灌 溉以后
,

情况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
。

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

根据 1 9 7 5年 《 城关公社井灌园田 化规划 》 , 1 9了8年选

定青龙大队为实施该规划的试点
, 制订了《青龙大队 1 9 7 8一 85 年井灌 园田化规划 》 , 1 9 8 0

年又作了修改
。

青龙大队园田化规划
, 是结合当地的具体条件和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要求

,

综合考虑

农
、

林
、

牧
、

副各业 以及居民点的布置
,

进行了全面规划
。

以渠
、

路为 “
骨架

” ,
以每

一眼辐射井所能控制的灌溉面积为单位
,

并根据农业生产计划的需要制订的
。

规划将全

大队相对集中连片的 1 , 5 03 亩耕地 ( 占总耕地面积 60 % )
,

按生产队划分为 12 个轮作区
,

每个轮作区又划分为 3 一 5 个轮作田区
。

田 区面积最大的为 68 亩
, 最小的为 25 亩

,

一般

田区多在 40 亩左右
。

道路规划
:

除保留乾阳路和南北走 向的一
、

二
.

、

三 号路和大青仁村

北面的一条路外 , 需要新修
、

改线的生产路共五条
,

全长 2 ,

02 0米
。

为了节约用 地 和发

挥井灌效益
,

实行渠
、

路结合 , 规划 斗 渠 三条
,

全长 3 , 0 60 米 , 规划辐射井 渠 道 5 , 0 50

米
。

同时对于平整土地也进行了规划
。

(青龙大队井灌园田化规划见图 2 )

二
、

科学的园 田化规划是省水
、

高产
,

经济用水的重要保证

进 行 科 学 的园 田化规划
,

是提高水的利用率的重要保证
。

如上所述
,

青龙大队的

园 田化规划
, :
是以辐射井为中心

,

渠
、

路为 “ 骨架 ” 进行耕地组织的
。

基本上一眼辐射

井负担一个轮作区
,

做到 了井水近用
。

这样既使辐射井负担合理
,

又能保证适时灌溉
。

根据规划 , 截止 1 9 8 2年全大队共打辐射井 1 1眼
,

加
_

L羊毛湾 水库或杨家河水库的部分水

源
,

使该大队大部分耕地能够得到灌溉
,

提高了抗旱能力
,

配合其他农业技术措施
,

表

现出明显 的经济用水
、

省水高产的效果
。

从而促进了该大队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员生活

水平的提 高 (见表 1 )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青龙大队粮食耕地亩产 1 9 7 3年 比 1 9 6 9年增产 9
。

8%
, 19 7 4一 77 年 比

1 9 6 9 年 增 加 1 2 2
.

4 %
, 1 9 7 8一 7 9年比 1 9 6 9年增加 1 3 0

.

4 %
, 1 9 8 0一 8 2年比 1 9 6 9 年 增 加

1 0 3
.

8%
。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同一年度
,

井灌耕地粮食亩产和旱地耕地粮食亩产的变化中
,

来看井灌比旱地的增产情况
。

1 9 7 3年井灌耕地比旱地增产 5 5
.

2 %
, 1 9 7 4一 77 年增产 94

.

7%
,

19 7 8一 79 年增产 127
.

5 %
, 19 8 0年一 82 年增产 99

.

5 %
。

劳动日值 由 1 9 7 3年 的 0
.

3 6元增加到

1 9 8 0一 8 2年的 1
.

0 4元
,

增加 了 1
.

9倍
,

人均收入由 1 9 7 3年的 4 2 元增加 到 1 9 8 0一 8 2 年的 9 9

元
,

增加了 1
`

34 倍
。

不言而喻
,

这种可喜的变化说明 了随着园田化规划 的全面实施和地

下水资源 的 开 发 利用
,

给青龙大队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方面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三
、

对于利用辐射并灌溉经济效益的分析

渭北旱源地区
,

在有条件打辐射井的地方
,

开发利用地下水
, 进行补充灌溉

,

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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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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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龙大队随地下水开发利用赖食产皿和社员收入变化统计表

年度区间 1 9 6 9年
.

1 1 7 9 3年
1 7 4 9一7 7年 }土 97 8一7 9年
平均 平均

1 0 8 9一 8 2年平均

辐辐射井数数数 333 6661 OOO 1 111

耕耕地面积 ( 亩 ))) 2, 6 7 111 2 , 6 0 222 2 , 5 8 333 2
,

5 6 444 2 , 5 2 5
.

777

井井灌面积 ( 亩 ))))) C9 111 1 , 0 6 4
。

555 1 , 3 8 1
.

555 1 ,
3 3 666

井井灌 占耕地 ( % ))))) 2 6
。

555 4 1
。

222 5 444 5 333

粮粮粮 耕地面积 ( 亩 ))) 1 , 6 1333 l , 5 9 222 1 , 6 2 2
.

333 1 , 5 2 6
。

555 1 , 4 5 999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产产产 亩产 ( 斤 /亩 ))) 2 5 777 2 8 2
。

333 5 7 1
。

666 5 9 222 5 2 3
。

777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总总总产 (万斤 ))) 4 1
。

7 1 0 999 4 4
。

9 4 8 888 9 2
。

7 3 7 555 9 0
。

3 6 6 111 7 6
。

4 0 9 888

井井井灌面积 ( 亩 ))))) 6 5 444 8 8 2
。

888 9 8 5
。

555 7 6 3
。

〔玉玉

亩亩亩产 (斤 /亩 ))))) 3 5 777 7 3 4
。

555 7 3 8
。

777 6 8 6
。

555

总总总产 ( 万斤 ))))) 2 3
。

3 7 4 888 6 4
。

8 4 0 000 7 2
。

7 9 8 666 5 2
.

4 2 5 222

旱旱旱地面积 (亩 ))) 1 , 6 1999 9 3 888 7 3 9
。

555 5 4 111 6 9 777

亩亩亩产 (斤 /亩 ))) 2 5 777 2 3 000 3 7 7
。

222 3 2 4
。

777 3 4 4
。

】】

总总总产 (万斤 ))) 4 1
。

7 1 0 999 2 1
。

5 7 4 000 2 7
。

8 9 7555 1 7
。

5 6 7 555 2 3
。

9 8 4 666

井井灌亩产比旱地地地 5 5
。

222 9 4
。

777 1 2 7
。

555 9 9
。

555

亩亩产增加 ( % )))))))))))))

劳劳动 日值 (元 ))))) 0
。

3 666 0
。

6 111 0
。

8 888 1
。

0 444

人人 均收入 (元 ))))) 4 222 7 8
。

555 1 0 3
。

9 555 9 999

.
1 9 6 9年降雨量 462 m m和 1 9 73年年降雨量 46 9

.

4 m m相近

进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

那么
,

在一 个生产单位
,

按照它的耕地面积
,

打多少辐射

井比较合适
,

以求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对于这个问题
,

本文想从青龙大队打井投资和

经 济效益分析 中
,
寻求答案

, 试图找出打井投资的最佳点
, 以便为同类地区提供打辐射

井投资时的参考
。

如前所述
,
青龙大队从 1 9了3年开始打辐射井至 19 8 2年 已有十年 的历史

。

这十年中
,

共打辐射井 1 1眼
。

据调查辐射井投资费用中
, 包括 :

材料
、

人工和运行管理三种费用
。

现将青龙大 队辐射井投资费用列表如下 (见表 2 )
。

我们把青龙大队打辐射井的四 个年度区间
, 和它们相应的粮食平均亩产量

、

农业收

入联系起来
, 加以计算

,

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

诚然
,
影响各年粮食产量和农业 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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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青龙大队辐射并投资调查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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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3

:
-

说明
:

①该大队 1 9 7 7年以 前
,

打一眼辐射井材料费为 5 8 2 5
.

5元
,

1 9 7 8年以后
,

由于采用青砖倒

挂技术
,

打一眼并材料费仅为 4 0 8 1元
。

②打井人工费是根据打一眼井需劳动 日数 (4 0个人
,

二个月时间 )乘当年劳动 日值而得
。

1 9 7 3年

该大队打井 3 眼
,

劳动 日值。 ,

36 元
; 1 9 7 4年打 3 眼井

,

劳动 日值 0
.

56 元
; ] 9 7 8年打井 4 眼

,

劳动日值

0
.

7 5元 ; x 9 8 0年打井 1 眼
,

劳动 日值 0
.

9 6元
。

③运行管理费
,

包括
:

电费
、

维修费等
,

该大队运行管理费为 n
.

24 元 /亩
,

用这个数字乘井灌

面积 即得运行管理费
。

因素是多方面的
,

这里将其它因素除外
,

只就辐射井所发挥的效益进行分析
。

现将青龙大队打井亩投资
、

粮食亩产量和农业收入列表如下 (见表 3 )
。

表 3 青龙大队打井亩投资
、

粮食亩产 t 和农业收入统计计算表

产协食粮一田断资)元投亩(
地积扫耕面收辐射井

年度区间

个数
投资累计

(万元 )

1
产投

}七匕
’

(斤

}
’
元 )

农业收入
(万元 )

亩收入

元

{
递增 `% ,

经济效益
比 (亩投
资 : 亩收
入 )

1 9 7 3年

1 9 7 4一 7 7

年平均
19 7 8一 9 7

年平均
19 8 0一 8 2

年平均

3 } 2
。

7 8 3 6 2 6 0 2 }1 0 28 2 2 1 6 0 }3 1
.

5 7 J10 0旦百 1 : 2
。

9 5

6 { 6
。

3 5 4 2 2 5 8 3! 2 4 5 7 1 8 0 6 9 }5 3
。

4 5 卜 6 9 % { 1 2
。

1 7

.8一玲一14一n1一1一1一126一23一19ǔ巧川
lse

州引
se

习!ǐ川
se

1 0 } 8
。

0 6 2 9 2 5 6 4 ! 3 1 5 9 2 8 5 9 1 垫
~

胜 }
+ 8

·

4% }
1 ’ `

·

“ `

1 1 } 8
。

6 5 0 3 2 5 2 1 }3 4 5 2 3
.

1 5 6 4 }44
.

2 5 卜 2 3
.

6% } 1 1
。

3 0

,

产投比
:

即投入与产出比
。

从表 3 计算结果可知
:
在四个打井年度 区间中

, 1 9 7 3年的产投 比 ( 26
, 1 ) 和经济

效益比 ( 1 : 2
.

9 5) 都是最高的
,

但它的粮食亩产 ( 2 8 2
.

3斤 ) 和农业 收入 ( 8
.

2 16 0万元 )

却是最低的
。
一9 7 4一 7 7年产投比 ( 2 3 : 1 ) 和经济效益比 ( 1 : 2

.

1 7 ) 及 1 9 7 5一 7 9年产

投比 ( 19
: 1 ) 和经济效益比 ( 1 : 1

.

8 4 )
, 虽然比 1 0 7 3年稍低

,

但粮食亩产和农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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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却是较高的
。

而 1 9 8 0一28 年的产投比 ( 15
: 1 ) 和经济效益比 ( 1

:
1

.

3 0) 同前二个

年度区间相比有所下降
,

亩收入比 1 9 78 一 79 年减少了 2 3
.

6 %
。

从上面的变化来看 , 当打

井亩投资开始增加时
,

粮食亩产和农业收入增长的幅度较大
。

再投资时
,

其增长幅度缓

慢
。

这一事实说明
,

打井的数 目应该有一 个限度
,

这个限度就是指科学的依据
。

总之
,

根据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打辐射井投资的最佳点
,

即在耕地面积变化不大 和

目前生产管理的水平下 ,
打井亩投资以 2 4

.

6 e一 3 1
.

4 5元的经济效益较好
。

这 个 分 析 方

法
,

可供渭北旱源地区打幅射井进行投资比较时参考
。

四
、

对青龙大队最佳灌水时间与最适灌水通的探讨

为 了进一步解 决好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
,

即进行适时适量的灌溉
,

必须抓住灌水的

关键时间和适宜的灌水量
。

众所周知
,

渭北旱 凉的降雨时间和降雨量
,

往往和作物在各

阶段的需水时间和需水量不一致
,

这就需要通过灌溉来解决这个矛盾
。

那么
,

对某种作

物来说
,

在它的整个生育期 中
,

什么时间灌水最合适
,

灌水量多大最恰 当
,

借助一定方

法是能够进行计算 的
。

根据范
·

费尔图依森介绍的计算方法
`2 ’ ,

假定在其它条件 (如 : 种子
、

肥料
、

植保

等 ) 都可以满足的情况下
, 就降雨对作物的产量影响而言

,

可根据 当地的降雨资料
,

蒸

腾蒸发潜势
,

作物的需水量和作物的实际耗水量来进行计算
。

通过计算因降雨不足所 引

起的减严率
,

就可 以同时计算出作物的需水关键时间和需水量的大小
, 从而为合理用水

提供科学依据
。

计算公式如下
:

y r e d = ( 1 一
E T a

E T m
)

·

k v
.

1 0 0 %

式中
: y r e d一减产率

E T m一作物需水量 ( m m )
,

计算公式如下 :

E T m 二 P E T
·

K C

式 中
:

P E T一蒸腾蒸发潜势

K C一作物需水系数

P E T
、V

·

H T + A T

W + 1
( 彭曼公式 )

式中 :
W一是表示温度与相应的海拔高度有关的数值

,

H T一太阳辐射 因子
,

A T一风力因子
。

E T a
一作物实际耗水量 ( m m )

,

当降雨量 ( P a ) 和土壤有效水分 ( S a
) 充足时

:

即 : P a + S a ) E T m

贝I} : E T a = E T m

当降雨量和上壤 有欢水分不足时
:

注 ( 2 ) 这个方法是由我国原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

于 1 9 8 1年在西安联合举办的黄土高源

培训班
,

由范
·

费尔图依森专家介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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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Pa 十 S a
< E Tm

贝 xJ
:

E Ta 二 Pa + S a 。

Y K一产 量反应系数
。

我们引用这个公式
,

计算了青龙大队各种作物因降 雨不足所 引起 的减产率情况
。

计

算选择了青龙人队三个不同的降雨代表年份
。

如 19 7 7年年降雨量为 2 6 4
。

9毫米 代 表干旱

年
, 1 9 7 9年年降雨量为 4 56

.

8毫米代表较干旱年
,

另外 是 1 9 5 9一 80 年 2 2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为5 3 7
.

9毫米
,

作为一般降雨量年份
。

现以较十早年 1 9 7 ,年夏播 玉米为例计算如下 (计算

结果见表 4 )
。

表 4 青龙大队 1 9了9年夏播玉米因降雨不足引起减产计算表

旬旬旬 上上 中中 下下 上上 中中 下下 上上 中中 下下 上上 中中 下下下

111111111111111117
。

222 5
。

0000000000000000000 2 0
。

444 6 3
。

888 2
。

444 1 3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降降雨量 ( p a ))))) 6 777 3

。

333 3 0
。

88888 4 4444444 3 3
。

777 3 0
。

888 1 5
。

888 6 44444

mmm mmmmm 0
。

555 5 99999999999999999999999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
。

555 0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蒸蒸腾蒸发潜 势势 5 99999 4 1
。

333 4 777 4 55555 4 444 4 333 4 222 2 666 2 444 155555

((( P E T ))))))))) 0
。

88888888888888888 0
。

5 55555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7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作作物需水系数数数数数数 0
。

8 555 1
。

0 555 1
。

222 l
。

222 〕
。

9 555 0
。

888 0
。

6666666

((( k e ))))))))))) 3 8
.

3333333 5 1
.

666 3 9
。

99999999999

作作物需水量量量量量量量 4 6
。

222 5 2
。

8888888 2 0
。

888 14
。

444 8
。

333 3 8 4
。

777

((( E T m ) m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作作物实际耗水水水 7
。

444 3
。

333 3 7
。

666 3 3
。

666 4 6
。

222 2 0
.

000 13
。

999 3 3
。

777 2 0
。

888 1 4
。

444 8
。

333 2 3 9
。

222

量量 ( E T a ) m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土土壤有效水份份 2
。

444 。

{
。

}
1 3

·

2

1
。

{
17

·

。

}
。。 。

}
。。 1 000 1 1

。

444 6 7
。

lllll

(((
s a

) m mmmmmmmmmmmmmmmmm

生生育阶段段 营养生长期期 花期期 结实期期 收获期期期

EEE T a
/ E T mmm 1 2 8

.

1 / 1 9 6
.

9 二 0
.

6 555 33
.

3 / 104
.

444 5 4
。

5 / 6 0
.

7 ·· 2 2
。

7 / 2 2
.

7一 111 6 1
。

6 %%%
二二二二 0

。

3 222 0
.

9999999

产产量反应系数数 0
.

444 1
。

555 0
。

555 0
。

22222

((( k y )))))))))))))

减减产率 ( y r eee 0
.

1 4 000 1
.

0 000 0
。

0 555 000 1 0 0%%%
ddd )

.............

缺缺水量 m mmm 一一i
、 7

「

。 。。 6
。

222 000 14 5
。

555
66666 8

`

88888888888

折折合米
3

/亩亩 4 5
。

999 4 7
。

000 4
。

111 OOO 9 777

.

减产率
:

是按作物生育阶段分开计算
,

每阶段的基数均以前一生育阶段作为 1 0 0
,

下同
。

由表 4 计算结果可知
, 玉米在营养生 长期

,

降 雨 供 给 的水分
, 满足其 需 水 量的

6 5%
,

造成 14
.

0 %的减产 , 而花期降雨供给的水分
,

满足其需水量的 32 % ,
就会造成百分

之百减产
, 尽管在结实期降雨供水量能满足其需水量的 90 % ,

或者全生育期总降雨量满

足其总需水量的 6 1
.

6 %
,

最后还是没有 收成
。

对玉米来说
,

花期灌水就是关键时间
。

因为

这个时间缺水
,

对玉米 的产量影响最大
。

(玉米花期缺水 47 米 a/ 亩
, 全生育 期 缺 水 97

米丫亩 ) 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
,
我们将青龙大队三个不同降雨代 表 年 份 的主要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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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降雨不足 引起的减产率和缺水量进行了计算
,

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 见表 5 )
。

表 5 青龙大队三种主要作物因降雨母不足 引
;

起减产与缺水最计算结果表

麟麟麟
1 9 7 7年年降雨量 2 6 4

.

9毫毫 19 7 9年年降雨量 4 5 6
。

888 1 9 5 9一 80 年平均年降雨雨
米米米

. ·

( 干旱年 ))) 毫米 ( 较干旱年 ))) 量 5 3 7
.

9毫米 、一般年 )))

生生生育阶段缺水量量 生育阶段缺水氢氢 生育阶段缺水量量
及及及相应减产鑫鑫 及相应减 产童童 及相应减开 布布

缺缺缺水量 ( 米
”

/亩 ))) 减产率率 缺水量 ( 米
”

/亩 )))
1、 J` , 户广

军
~

升 丁丁

缺水 量 (米 “
/亩 ))) 减产 率率

((((((( % ))))))))))))))))))))))))))))) ( % )))
佩佩佩佩佩佩厂平平平平

((((((((((( % )))))))

小小小 播种苗期 5。 ,,

10 %%% 营养生 长期 10
.

7
、、

4
。

8 %
、、

返青拔节期期 2 1%%%

麦麦麦麦麦 返青拔节 3 0
.

2
...

4 8%%% 2 2
。

1
.....

营营营养生长期 44 , 返返 1 7 % ,, 花期 34
.

7
、 .

产量量 4了%
、、

花期 2 6
.

3 ... 3 1%%%

青青青拔节 4 2 ... 4 0 %%% 形成期 2 000 2 5 %%%%%%%

花花花期 5 1
. , 产量形形 5 1%

,,,,
厂

“

量形成期期 2 0 %%%
成成成期 49

, ... 4 2 %%%%%%% 2 1
。

2
’’’

成成成熟收获期 26
, ... 5 9 %%%%%%% 收获期 2

.

66666

合合合计 2 62 米
”

/亩亩亩 合计 9 5
.

6米
”

/亩亩亩 台计了2
.

2米
.

/亩亩亩

玉玉玉 营养生 长期 85
.

7 ...
2 4 %%% 营养生长期 45

.

999 1 4 %%% 营养生长期 4 1
.

111 1 3
.

6 %%%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花花花期 7 2
.

1 ...

1 0 0 %%% 花期 47
.

c
...

1 0 0 %%% 花期 5 3
.

3
...

1 0 0 %%%

结结结实期 4 2
.

1 ... 4 4
。

5 %%% 结实期 4
.

111 5 %%% 结实期 2
。

999 2
。

5%%%

成成成熟收获期 20
.

999 16
。

4 %%%%%%%%%%%

合合合计 22 0米
”
/亩亩亩 合计 97 米

“

/亩亩亩 合计 9 7
.

3米 3
/亩亩亩

苗苗苗苗期 4 1
.

22222 苗期 CCCCC 现蕾期 3 1
.

222 1 0
.

8 %%%

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棉

花花花 现蕾期 4 6
.

222 16夕石石 现蕾期 57
.

2
...

1 8 %%% 花期 5 1
.

...7 2 3%%%

花花花期 7 3
.

4 ... 3 1%%% 花期 2 3
.

。。 12 %%% 结桃期 4 0
.

555 了
.

5 %%%

结结结桃期 1 28
.

8 ...
2 2 %%% 结桃期 3 5

.

888 8 %%%%%%%

收收收获期 37
.

8888888888888

合合合计 3 27
.

4米 3
/亩亩亩 合计 1 2 1

.

5米
3

/亩亩亩 合计 1 2 3
.

44444

米米米米米米米
”

/亩亩亩
.

表示灌水关键时间
。

由表 5 可以看出
: 青龙大队在干旱年小麦

、

玉米
、

棉花缺水量都很大
。

如小麦在返

青拔节期缺水量为 42 米
“

/亩
, 减产率为 40 % ; 在花期缺水量为 5 1米

3

/亩
,

减产率为 5 1%
;

在产量形成期水量为 49 米
“
/亩

,
减产 率为 4 2%

; 在成熟收获期缺水量为 26 米 3/ 亩
,

减产率

50 %
。

这 些 都 是 小麦的灌水关键时间和它所需要的灌水量
。

在较干旱年和一般降雨年

中
,

小麦缺水量较干旱年比一般年多 2 3
.

4米
”

/亩
。 _

五米和棉花的缺水量相近
。

因此在灌

水时
,

要抓住灌水关键时间和适宜的灌水量
,

就可以避免因降雨不足而引起的减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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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我们还计算了青龙大队较干旱年 ( 1 9 7 9年 ) ,
除小麦

、

玉米
、

棉花外的其它

作物如
:
大麦

、

大豆
、

首蓓
、

蔬菜的缺水量和减产率
,
来分析该大队在灌溉用水方面是否

存在浪费问题
。

(这里不再一
,

一列出 )

根据计算青龙大队较干旱年 ( 19 7 9年) 各种作物总缺水量为 3 5
.

0 3 91 万米
3 ,
这个数

字是作物的净需水量
。

那么 工9 7 9年青龙大队辐射井和杨家河水库能够供多少水
,
在进行

水资源平衡时
, 需要将毛供水量换算成净供水量

,

才能进行比较
。

现将青龙大队辐射井年抽水量列表如下 (见表 6 )
。

表 6 青龙大队辐射并抽水 , 调查表

辐射井
编号

每时抽水量
(米

3
)

日抽水时间
(小时 )

日抽水量
(米

”

/日 )
年灌溉历时

“

(日 )

年单井抽水量
(米

s
)

nùnJ自U工匕n
é八U工J八U口八U10C甘Q曰QUQlt八0Q.g

J任9。O口n匕O甘10

l 0

l 0

8

10

1 0

8

1 0

10

8

1 0

4 0 5 0 0

45 0 0 0

3 6 0 0 0

2 3 8 0 0

4 0 5 0 0

4 0 5 0 0

7 2 0 0

4 0 5 0 0

3 6 0 0 0

1 5 6 0 0

4 0 5 0 0

一O自J门J阴Jla工J、 .JùJ八J、éù JJ五一O盛任CJdó性才,曰J任̀生!,左ù123465789

10

l 1

4 5 0

5 0 0

4 0 0

2 8 0

4 5 0

4 5 0

16 0

4 5 0

4 0 0

2 4 0

4二0

,

年灌溉历时 ( 日 ) 指冬灌 30 天
,

春灌 15 天
,

夏灌 45 天
。

1 9 7 9年青龙大队辐射井毛供水量为 3 2
.

5 6 0 0万米
“ ,

( 19 7 9年未打第 6 号辐射井
,

应

从 总抽水量 36
.

6 1 0 0万米
“
中减去 4

.

0 5 0 0万米
“

水 量 )
。

当时辐射井渠道衬砌 1 1 8 0米 ,
占

应衬砌井渠 ( 5 0 5。米 ) 的 2 3
,

3 %
,

在计算辐射井净供水量时
, 参照井渠衬砌前后灌溉有

效系数
’ ,

按其 比例进 行加权计算即

衬砌井渠年净供水量
= 32

.

5 6 0 0万米
3 义 。

.

2 3 3 x o
.

l)7 = 7
.

3 5 8 9万米
“

未衬砌井渠年供水量 = 32
.

5 6 0 0万米
“ x 0

.

7 6 7 x o
.

6 3 = 1 5
.

7 3 3 3万米
“

辐射井年净供水量合计 2 3
.

0 9 2 2万米
3 ,

杨家河水库 1 9 7 9年毛供水量为 10 万米
“ ,

有效系数按 0
.

6计算
, 杨家河水库年净供水量 二 10 万米

3 x o
.

6 二 6 万米
.

以上辐射井和杨家河水库年净供水量为 29
.

0 9 2 2万米
, 。

青龙大队 1 9 7 9年水资源供
、

需平衡计算 (见表 7 )
。

从表 7 计算中
,
可知青龙大队 1 9 7 9年供水量可 以满足 8 3

.

1 %耕地的灌溉
, 即可 以溉

.

据城关公社在附近衬砌形式相同的太平生产队测定
,

在渠长 340 米
,

流量为 70 吨 /小时的 条 件

下
。

有效灌溉系数衬砌前为 0
.

63
,

衬砌后为0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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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青龙大队 19 79年水资源供
、

籍平衡计算表

耕地面积
(亩 )

净供水量
(万 米 . )

净需水量
(万米 3 )

每亩耕地可供
水量 (米勺

每亩耕地需
水量 (米 3 )

供水量满
足 程 度

25 5 9 9 2
。

0 9 2 2 } 35
。

0 39 1 13 13 16

(% )

8 3
。

】

2, 1 2 5亩
。

但该大队 19 7 9年实际灌溉面积为 1 8 1 9亩
,

少灌了 30 6亩
,

无形中加大 了 灌 水

量
,

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
。

这就说 明青龙大队应注意扩大灌溉面积
,

进行适时 适 量 灌

溉
, 避免浪费

,
使水资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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