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

强化科技支撑、积极推广科研成果
全面促进高效节水灌溉新发展



一、基本情况



松山区位于赤峰市南部，

西辽河水系上游，属中纬度
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于
低山丘陵及河谷平川地貌类
型。松山区年降水量在
350mm左右，年蒸发量在
1500mm左右，是典型的干

旱丘陵地区。松山区耕地总
面积270万亩，其中水浇地
100万亩。



近年来，我区按照赤峰市
委、市政府“十二五”时期
建设500万亩玉米膜下滴灌

工程的决策部署，大力发展
高效节水农业，粮食产量连
创新高。特别是2012年国家

启动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
动以来，我区作为国家级试
点地区，抓住有利契机，加
速发展节水灌溉农业，不断
提升粮食生产水平，高效节
水农业迈出了坚实步伐。



到2014年底，松山区发
展高效节水设施农业30多万
亩，发展膜下滴灌48万亩，
高效节水农业总面积近78万

亩，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三
分之一。2011年被国务院表

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
位”；2012年被农业部评为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2013年被农业部认定为“国

家级杂交玉米种生产基地”
。



二、进行科学试验的目的



随着气候变迁，

我区干旱缺水问题
越来越严重，地下
水位持续下降，水
资源供需矛盾越来
越突出，如何解决
作物用水的需求，
进行科学灌溉，达
到节水增粮目的，
成为亟需解决的难
题。国家启动东北
四省区节水增粮行
动，为我们推广高
效节水技术，破解
水资源供需矛盾，
提供了难得契机和
有力支持。



一是灌溉到什么程度才能

达到节水增粮的效果，二

是如何做到满足作物生长

期水肥需求的最佳标准。

因此，通过科学试验的结

果编制简单明了的节水技

术模式图、编制方便易行

的技术操作规程以及获得

真实可靠的效益对比成果

将会对节水增粮项目发展

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由于松山区基层服务体系

技术力量薄弱，要想取得有推

广价值的科研数据，必须挂靠

有技术权威的专业院校和科研

院所，借助内蒙古新增四个千

万亩节水灌溉工程科技支撑项

目的契机，由松山区水利局主

动联合内蒙古师范大学节水办

、蒙古党委政研室、内蒙古农

牧业科学院、中国农机院呼和

浩特分院、赤峰市水利技术推

广站、松山区农牧业局等部门

，从政策上、技术上进行科学

的示范试验。



进行了示范区内玉米管道灌溉

，平地和坡地玉米膜下滴灌土壤

含水率、土壤质地、pH值、电导

率、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

有机质等理化指标的测定；玉米

株高、叶面积等生长指标的测量

工作；玉米膜下滴灌的穗长、穗

重、秃尖长、穗周长等穗部性状

和产量的测定；开展了技术培训

手册、节水技术集成模式图、玉

米膜下滴灌宣传片、玉米膜下滴

灌水肥管理技术规程等工作；初

步提出了松山区玉米膜下滴灌技

术集成模式与示范模式。



2012年度：进行了玉米

膜下滴灌的调研、考察和

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工作

，选定了示范区、核心区

和试验区，初步建立了玉

米膜下滴灌综合配套集成

技术与示范基地。提出了

松山区玉米膜下滴灌技术

集成模式与示范模式，并

开展了科学试验工作。



2013年度和2014年度：进行

了玉米膜下滴灌灌溉制度试验、

玉米水肥一体化试验和三区对比

示范试验；完成了不同试验小区

的土壤含水率、玉米生长指标、

土壤肥力等测定和灌溉、施肥工

作；进行了实用技术培训手册的

编制、节水技术集成模式图的编

制；进行了膜下滴灌宣传片制作

；进行了水肥管理技术规程的编

制；进行了示范区膜下滴灌工程

效益调查；对膜下滴灌条件下农

艺节水栽培技术及农机优化配置

技术进行了研究。



三、试验成果及得出的结论



通过三年的试验
研究，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果。
（1）推荐的灌溉
制度：干旱年份的
灌溉定额80m³/亩
，灌水次数为4次
，每次灌水定额为

20m³/亩。



（2）推荐的施肥量

方式：一次基施，基

施氮肥10kg/亩，磷

肥 7.5kg/亩；两次

追肥，在拔节期氮肥

5kg/亩，钾肥 4.5 

kg/亩，在灌浆期氮

肥5kg/亩，钾肥 4.0 

kg/亩。



（3）完成了《西辽河

流域玉米膜下滴灌综合

节水技术集成模式图》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

准 DB15/T 683-2014《

玉米膜下滴灌水肥管理

技术规程》、《内蒙古

东部地区玉米膜下滴灌

综合实用技术培训手册

》。



四、转化科研成果的措施



1、加大宣传培训，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制作玉米膜下滴灌

宣传片，在电视播放
进行宣传。专门制作
发放宣传手册、制作
宣传图版，加大节水
增粮宣传力度，提高
干部群众认识。



几年来，松山区通过示
范区共举办培训班16次，
培训人数近1万人，针对膜
下滴灌的技术要点，松山
区水利局进行了相关技术
的培训，培训范围包括主
管副区长、各乡镇主管乡
镇长、水利站长、项目区
村委会主任、组长及懂水
利安装的村民代表、播种
机械手等，水利局、农业
局、农机局的技术人员分
别就玉米膜下滴灌的设计
和安装、农业种植模式、
播种机的操作等进行了技
术培训，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由水利局工程师对
膜下滴灌节水技术进
行了专题讲座。对示
范区膜下滴灌水利措
施、农机措施、农艺
措施等方面的科研成
果的进行专题讲座。



通过宣传培训把示
范区的试验科研成果
及时地传递到农民，
有效地促进了科技成
果的转化。各级干部
群众对膜下滴灌从不
认识到认识，从认识
程度较低到认识程度
较高，使节水灌溉真
正渗透到农民的心中
，出现了抢要节水增
粮项目的可喜局面。



2、以点带面发挥示
范区的辐射作用

在示范区多次组织

现场会，把示范区的
科研成果及先进经验
辐射到示范区周边地
区。迎接参观考察20

余次，人数达1000多

人，辐射赤峰市节水
增粮面积200多万亩，

也对全自治区的节水
增粮项目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地示范作用。



2012年7月，自治区膜下滴

灌高效节水综合技术培训班
在松山区举办，并在当铺地
满族乡南平房项目区进行现
场经验介绍。通过专家讲座
、经验交流和实地考察相结
合的培训学习方式，为提高
水利和农牧业技术人员膜下
滴灌工程设计、建设与管理
水平，发挥膜下滴灌节水增
产增效的作用，为自治区新
增“四个千万亩”节水灌溉
工程和国家“节水增粮行动
”提供科学依据、技术支撑
和保障。2014年8月，示范

区作为水利部东北四省区节
水增粮行动培训会的现场，
进行了经验介绍。



3、建立信息网络指导
及做法

在松山区水利局建成
信息化监控中心，对节
水增粮行动项目区的水
量、水位、墒情、气象
等进行实时监控。

通过试验区布设的土
壤水分观测仪器和土壤
墒情监测设备取得的土
壤墒情信息，随时监测
田间土壤含水率，根据
土壤含水率下限值可发
出旱情预警。



同时还完善了基

层水利服务体系，通
过电话、手机短信群
发的形式通报、发送
给区、乡水利部门和
村级水管员、井管员
，告知其土壤墒情变
化趋势，实时指导按
灌溉制度及时灌溉，
方便快捷，效果很好
。



五、取得效果



松山区节水增粮

项目的实施几年来取
得了显著成效，是一
个集节水、节电、增
产、省工、省时、节
地、保墒等众多优点
的好项目。截止2014

年底完成节水增粮面
积23万亩。



1、节水、节电
通过示范区的科

研成果，膜下滴灌的
灌溉定额为80m³/亩，
比管道灌溉灌溉定额
为150m³/亩，节水
70m³/亩。节约电费
150元/亩。
2、增产
节水增粮项目亩

产850-900kg，比项
目实施前增产150-

200kg，亩增收250-

350元。



3、省时、省工
节水增粮项目节

约了除草、灌溉等田
间管理的人工费用，
比项目实施前亩省工
3-5个，亩节省费用
300-500元。节水增
粮项目灌溉时间为5-6

小时灌溉面积为10-20

亩，比项目实施前灌
溉1亩地需要1小时，
节省了灌溉时间，灌
溉效率明显提高。



4、节地、保墒
节水增粮项目管道

全在地下，水直接到
达作物根部，不需要
渠道，达到省地效果
。另外，由于灌水定
额的降低，地温较项
目实施前有所增高，
特别是播种更加明显
。因此，膜下滴灌更
加利于作物生长。



通过几年来节水增
粮项目实施，随着农
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农民对节水增粮项目
的技术模式已完全接
受，彻底地打消了原
来疑虑。实践证明，
节水增粮项目是干旱
丘陵山区最佳的灌溉
方式，适合在地域条
件相同的地区大面积
推广。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