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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 为指导节水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推动节水技术进步，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制订《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以下简称《

大纲》）。《大纲》以2010年前推行的节水技术、工艺和设

备为主，相应考虑中长期的节水技术。 1. 总论 1.1 我国是一

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200 m3，约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由于各地区处于不同的水文带及受季

风气候影响，降水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水资源与

土地、矿产资源分布和工农业用水结构不相适应。水污染严

重，水质型缺水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 1.2 水资源供需矛盾

突出。全国正常年份缺水量约400亿m3，水危机严重制约我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水资源短缺，部分地区工业与城市生

活、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争水矛盾突出。部分地区江河断流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近年来城市缺水

形势严峻，缺水性质从以工程型缺水为主向资源型缺水和水

质型缺水为主转变。城市缺水有从地区性问题演化为全国性

问题的趋势，一些城市由于缺水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生活秩序

，城市发展面临挑战。 1.3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持续增

长，用水结构不断调整。2003年农业用水（含林业、湿地等

）占总用水量的比重己由1980年的88%下降到66%，工业用水

由10%提高到22.1%，城镇生活用水由2%提高到11.9%。由于

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资源条件不同，用水结构差



异显著。城乡生活及工业用水的增加，用水结构将进一步调

整，对供水水质和保障率的要求更高。 1.4 节约用水、高效用

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

高用水效率和效益。目前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是发达

国家的5-10倍，我国灌溉水利用率仅为40%-45%，距世界先进

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节水潜力很大。 1.5 国家厉行节约用水。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把节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鼓励

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大力

推行节约用水措施，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设

节水型城市、节水型社会。 1.6 采取法律、经济、技术和工程

等切实可行的综合措施，全面推进节水工作。节水工作要实

现“三个结合”，即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先进技

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强制节水与效益引导相结合。 1.7 《大

纲》重点阐明了我国节水技术选择原则、实施途径、发展方

向、推动手段和鼓励政策。《大纲》用于引导节水技术研究

、产业发展和节水项目投资的重点技术方向，促进节水技术

的推广应用，限制和淘汰落后的高用水技术、工艺和设备，

为编制水资源和节水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持。 1.8 《大纲》按

照“实用性”原则，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节水技术的

成熟程度、适用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本和节

水潜力，采用“研究”、“开发”、“推广”、“限制”、

“淘汰”、“禁止”等措施指导节水技术的发展。重点强调

对那些用水效率高、效益好、影响面大的先进适用节水技术

的研发与推广。 1.9 《大纲》所称节水技术是指可提高水利用

效率和效益、减少水损失、能替代常规水资源等技术，包括

直接节水技术和间接节水技术，有些也是节能技术、清洁生



产技术和环保技术。 1.10 《大纲》为实现节水目标提供技术

政策支撑。通过《大纲》的引导，争取在2005-2010年间实现

工业取水量“微增长”，农业用水量“零增长”，城市人均

综合用水量实现逐步下降。 2. 农业节水 农业用水量的90%用

于种植业灌溉，其余用于林业、牧业、渔业以及农村人畜饮

水等。尽管农业用水所占比重近年来明显下降，但农业仍是

我国第一用水大户，发展高效节水型农业是国家的基本战略

。 2.1 农业用水优化配置技术 农业用水水源包括降水、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水以及经过处理符合水质标准的回归水、

微咸水、再生水等。通过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优化配置

多种水源，是实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和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的基本要求。 2.1.1 积极发展多水源联合调度技术。大力推广

各种农业用水工程设施控制与调度方法，高效使用地表水，

合理开采地下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合理分配与使用水资源

，发展“长藤结瓜”灌溉系统及其灌溉水管理技术，实现“

大、中、小，蓄、引、提”联合调度，提高灌区内的调蓄能

力和反调节能力。 2.1.2 逐步推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

理。加快制定各地区不同降水年型农业用水总量指标和不同

灌水方法条件下不同作物灌溉用水定额，合理调整农、林、

牧、副、渔各业用水比例。 2.1.3 建立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的

节水高效农作制度。提倡发展和应用适水种植技术。根据当

地水、土、光、热资源条件，以高效、节水为原则，以水定

作物，合理安排作物的种植结构以及灌溉规模。限制和压缩

高耗水、低产出作物的种植面积。 2.1.4 发展井渠结合灌溉技

术。推广和应用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控技术；提倡井渠双

灌、渠水补源、井水保丰；重视地下水采补平衡技术研究。



2.1.5 发展土壤墒情、旱情监测预测技术。加强大尺度土壤水

分时空变异规律研究和土壤墒情与旱情指标体系研究；积极

研究和开发土壤墒情、旱情监测仪器设备。 2.2 高效输配水技

术 农业用水输配水过程中的水量损失所占比重很大，提高输

水效率是农业节水的主要内容。 2.2.1 因地制宜应用渠道防渗

技术。对输水损失大、输水效率低的支渠及其以上渠道优先

防渗；提倡井灌区无回灌补源任务的固定渠道全部防渗；提

水灌区推广渠道防渗。 2.2.2 发展管道输水技术。改造较小流

量渠道时优先采用低压管道输配水技术；在高扬程提水灌区

和有发展自压管道输水条件的灌区，优先发展自压式管道输

水系统。 2.2.3 推广采用经济适用的防渗材料。提倡使用灰土

、水泥土、砌石等当地材料；推广使用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

、塑料薄膜等成熟的渠道防渗工程常用材料；鼓励在试验研

究的基础上，使用复合土工膜、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等土工膜

料以及聚合物纤维混凝土、土壤固化剂和土工合成材料膨润

土垫等防渗材料；加强不同气候和土质条件下渠道防渗新材

料、新工艺、新施工设备的研究；加强渠道防渗防冻胀技术

的研究和产品开发。 2.2.4 发展防渗渠道断面尺寸和结构优化

设计技术。大、中型防渗渠道宜采用坡脚或底面为弧形的非

标准形断面，小型渠道宜采用U形断面；中小型渠道采用混

凝土防渗衬砌石，提倡采用标准化设计、工厂化预制、现场

装配技术。 2.2.5 积极发展渠系动态配水技术。发展和应用实

时灌溉预报技术；加强灌区用水管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

倡动态计划用水管理。 2.2.6 加快发展灌区量测水技术。鼓励

研究、开发与推广精度高、造价低、适用性强、操作简便、

便于管理和维护的小型量水设备。 2.2.7 发展输水建筑物老化



防治技术。积极研究输水建筑物老化防治技术、病害诊断技

术和防腐蚀、修复、堵漏技术；加快发展输水建筑物加固技

术和产品的开发。 2.3 田间灌水技术 田间灌水既是提高灌溉

水利用率的最后环节，又是引水、输水和配水的基础，改进

田间灌水技术是农业节水的重点。 2.3.1 改进地面灌水技术。

推广小畦灌溉、细流沟灌、波涌灌溉；合理确定沟畦规格和

地面自然坡降，缩小地块；推广高精度平整土地技术，鼓励

使用激光平整土地；科学控制入畦（沟）流量、水头、灌水

定额、改水成数等灌水要素。淘汰无畦漫灌。 2.3.2 大力推广

以稻田干湿交替灌溉技术为主的水管理技术。提倡水稻灌区

格田化和采用水稻浅湿控制灌溉技术；推广水稻泡田与耕作

结合技术；发展水稻“三旱”耕作与旱育稀植抛秧技术；淘

汰水稻长期淹灌技术；杜绝稻田串灌串排技术；积极研究稻

田适宜水层标准、土壤水分控制指标、晒田技术及相应的灌

溉制度。 2.3.3 因地制宜发展和应用喷灌技术。积极鼓励在经

济作物种植区、城郊农业区、集中连片规模经营的地区应用

喷灌技术；优先推广轻小型成套喷灌技术与设备；在山丘区

或有自压条件的地区，鼓励发展自压喷灌技术；积极研究和

开发低成本、低能耗、使用方便的喷灌设备。 2.3.4 鼓励发展

微灌技术。在果树种植、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创汇农业中

大力推广微喷灌与滴灌技术；提倡微灌技术与地膜覆盖、水

肥同步供给等农艺技术有机结合；鼓励在山丘区利用地面自

然坡降发展自压微喷灌、滴灌、小管出流等微灌技术；鼓励

结合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发展和应用低水头重力式微灌技术

；积极研究和开发低成本、低能耗、多用途的微灌设备。

2.3.5 在春旱严重、后期天然降水基本可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



地区，大力推广坐水种技术。鼓励研究和开发造价低、性能

好、效率高的复式联合补水种植机具。 2.3.6 鼓励应用精准控

制灌溉技术。提倡适时适量灌溉；加强农作物水分生理特性

和需水规律研究；积极研究作物生长与土壤水分、土壤养分

、空气湿度、大气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关系。 2.3.7 缺水地区大

力发展各种非充分灌溉技术。提倡在作物需水临界期及重要

生长发育时期灌“关键水”技术；鼓励试验研究作物水分生

产函数；研究作物的经济灌溉定额和最优灌溉制度；加强非

充分灌溉和调亏灌溉节水增产机理研究；研究和运用控制性

分根交替灌溉技术。 2.4 生物节水与农艺节水技术 生物措施

和农艺措施可提高水分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节约灌溉用水

量，是农业主要节水措施。 2.4.1 鼓励研究和应用水肥耦合技

术。提倡灌溉与施肥在时间、数量和使用方式上合理配合，

以水调肥、水肥共济，提高水分和肥料利用率。 2.4.2 提倡深

耕、深松等蓄水保墒技术和生物养地技术。改善土壤结构，

提高土壤的蓄水、保水、供水能力，增加自然降水的利用率

，降低灌溉用水量。重视深耕机具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

2.4.3 在土质较轻、地面坡度较大或降水量较少的地区，积极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加强保护性耕作技术中秸秆残茬覆盖

处理、机械化生物耕作、化学除草剂施用三个关键技术的研

究；加强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机具的研制与产业化

。 2.4.4 推广田间增水技术。发展覆膜和沟播技术；加强低成

本、完全可降解地膜研究；加强土壤表面保墒增温剂的研究

与开发。 2.4.5 发展和应用蒸腾蒸发抑制技术。提倡在作物需

水高峰期对作物叶面喷施抗旱剂；鼓励具有代谢、成膜和反

射作用的抗旱节水技术产品的研究和产业化。 2.4.6 推广抗(



耐)旱、高产、优质农作物品种。加快发展抗(耐)旱节水农作

物品种选育的分子生物学技术，选育抗旱、耐旱、水分高效

利用型新品种。 2.4.7 鼓励使用种衣剂和保水剂进行拌种。加

强低成本、多功能保水拌种剂、经济作物和草场专用保水剂

产品和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2.5 降水和回归水利用技术 提高

降水利用率和回归水重复利用率可直接减少灌溉用水量，是

农业节水的最基本内容。 2.5.1 推广降水滞蓄利用技术。积极

发展不同作物、不同降水条件下田间水管理技术，推广协调

作物耗水和天然降水的灌溉制度与灌水技术；在旱作农业区

，推广以滞蓄天然降水为主要目的的土地平整技术和改进耕

作技术；在水稻种植区，积极推广水稻浅灌深蓄技术；在干

旱半干旱地区以及保水能力差的山丘区，推广鱼鳞坑、水平

沟等集雨保水技术。 2.5.2 推广灌溉回归水利用技术。积极发

展灌排统一管理技术；在无盐碱威胁地区，杜绝无效退泄和

低效排水的灌溉水管理技术；在灌溉回归水水质不符合灌溉

水质要求的地区，积极发展“咸淡混浇”等简单易行的灌溉

回归水安全利用技术。 2.5.3 大力发展雨水集蓄利用技术。推

广设施农业和庭院集雨技术；推广工程设施标准化；研究和

应用雨水集蓄利用中水质保护技术；积极开发环保型、高效

低价雨水汇集、保存、防渗新材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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