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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水土资源与农业概况
-

-

-
- -

一访 以 色 列 简 况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

应 以色列国际农业研究合作中心主任 B
.

Y ar o n
教授的邀请

,

笔者在结束对芬兰和丹麦的

访问后
,

于 1 9 8 9年 8 月 29 至 9 月 6 日取道丹麦对以色列进行了为期 8 天的学术性访问
。

在此

期间
,

访 问了以色列农业科学院土壤和水分研究所 ; 考察了南方 N ge er 地区和北部 G al i lee 地

区的土壤和农业生产状况
;
参观了耶路 撤冷大学农学院农学系

、

海法科技大学农学系
、

北部

农业试验中心和几个合作农庄
。

在访问土壤及水分研究所时
,

笔者作了两次学术报告— 中

国的盐碱土和中国土壤学研究进展
。

参观 了该所的各种盐碱土的灌溉试验
。

访问过程中先后

会见了以色列 2 0多位土壤学家
,

其中包括 D r .

B
.

Y ar on (土壤化学家 )
、

D r .

1
.

R va in a
(土壤

改良学家 )
、

D r .

1
.

S h a i n b e r g ( 土壤矿物学家 )
、

D r .

R
.

K e r e n
(土壤物理化学家 )

、

D r .

D
.

R o s _

5 0
( 土壤环境学家 )

、

D r .

A
.

M e i r i ( 土壤农化专家 )
,

D r .

A
.

F e i g i n ( 土壤物理学家 )
、

D r .

A
、

H ad as ( 土壤耕作学家 )
、

D r .

A v .

H ad as (土壤农化专家 )
、

D r .

S
.

F ie g e n (土壤灌溉学家卜

D r .

D
.

L e v a r o o n ( 土壤植物生理学家 )
、

D r .

C
.

S t a n b i l l ( 土壤地理学家 )
。

一
、

水土资源及农业概况

以色列滨临地中海
,

属地中海型干热气候
,

全年气温 22 一 25 ℃ ,

年降雨量从南到北 20 0一

。 Om m ,

西南沙漠地区
,

终年无雨
。

全国总人 口为 4 33
.

13 万
,

总面积 21
,

5 01 平方公里 ( 21 5

万公顷 )
,

其中耕地面积 4 ,

23 6平方公里 ( 42
.

36 万公顷 )
,

占土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

耕地中

灌溉面积 25
.

16 万公顷 (占耕地 45 % )
,

森林面积不足 10 %
,

其余均为石质荒地及沙漠地带
。

以

色列在地质时期曾多次受海浸
、

断裂及火 山喷发影响
。

除沙漠外
,

母质主要为石灰岩
、

白云

岩及玄武岩
,

南部地区有大面积风成黄土
,

总的看来
,

土层浅薄
,

砾质较多
,

呈 石 灰 性 反

应
,

常含石灰结核
,

由于气候干旱
,

全年雨量集中在冬春季 ( n 一 4 月 )
,

夏秋季无雨
,

土壤

盐碱化强烈
,

不少土壤尚有苏打与石膏积聚
,

低洼地区的土壤常呈龟裂与积盐
,

全国几乎没有

河流
,

仅北部有 1 68 平方公里的 G al i lee 湖
,

蓄水 40 亿方
,

由此引水向全国耕地进行灌溉
,

南部

地区大多打深井抽水灌溉
,

地下水深一般 1 00 一 150 米
,

并含盐达 150 m g 1/
。

初步统计
,

全国水

资源 总量仅 13 亿方
,

除工业及生活用水外
,

每亩耕地平均灌水仅 50 0一 60 0方
。

从此可见
,

以色列土
、

水资源均较贫乏
,

质量也很低
,

但尽管如此
,

以色列建国 40 年来
,

突出抓住对全国土水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与改造
,

使得当前以色列在农业上有明显发展
。

据

统计
,

全国有作物种植面积
,

小麦 2 4。 , 454 公项 (单产 4 一 S T /
r )

,

棉花 44
, 。38 公顷 (单产 皮

棉1
.

S T /
r )

,

饲料作物 2 2 ,
0 2 4公顷

,

柑桔 3 6 , 3 5 6公顷 (单产 5 0一 s o T /
r )

,

蔬菜 (蕃茄
、

黄 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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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 卜
、

洋葱
、

白菜
、

草葺
、

土豆等 ) 4。 , 7 7 2公顷
,

其他水果 4 0
, 3 4 3公顷

,

花卉 1 , 9 04 公顷
。

除粮食 自给外
,

其他农产品
,

特别是蔬菜
、

水果及畜产品均大量出口
,

年出口产值 10 亿美元

左右
。

二
、

水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根据调查
,

以色列全国农业发展较快的原因
,

主要是在充分开发与利用水
、

土资源上狠

下工夫
,

其中特别是对水资源的合理 开发利用
。

据统计
,

50 年代初期全国可灌概面积仅 6 万

公顷
, 6 0年代 12 万公顷

,

70 年代 18 万公顷
,

80 年代初 20 万公顷
,

现在已达 25 万公顷
,

占全国

耕地一半
。

在水资源开发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是充分利用北部 G al il ee 湖进行长距离提水灌溉

《两次提水高程共 2 94 米 )
,

引水渠从南到北长达 2 50 公里
,

每年引灌的水量达 3
.

5亿方
; 二是打

井抽灌
,

井深一般 15 0米左右
,

地区仅限于南部
; 三是通过排咸蓄淡

,

或咸淡兼用的方式
,

充

分开发水资源
,

全国咸水 (含盐 5 00 m g l/ ) 灌概面积占3 。%
,

大部是采用咸淡混合灌溉
,

以节

约水资源
。

在水资源利用上主要遵循以下的原则
:

一是高度节约用水
,

全国所有的灌溉系统

没有 一处是明沟灌溉的
,

全是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管道进行喷灌
、

雾灌及滴灌
,

除柑桔每公

顷近 1 0 0 0立方米外
,

棉花仅 60 0立方米
,

冬小麦南部灌 3 00 立方米
,

北部基本依靠降雨 ( S OOm

m /年 )
,

不再灌溉 ; 二是针对不 同土壤与作物生长季节对灌水的需要指数进行灌溉
,

以色 列

农科院与土壤水分所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长期试验
,

取得科学数据向全国提供咨询
,

做到合

理节约用水
; 三是科学灌水

,

无论生产性大田或试验田
,

均 一律利用计算机对田间灌水与灌

肥进行 自动控制
,

对不同土壤与作物的灌溉量
、

次数及时间均采用 自动控制
,

使灌溉真正做

到科学化与现代化
; 四是通过合理轮作

,

如小麦一棉花一花生一向日葵
,

并与施肥相结合
,

增

加水分利用效益
; 五是灌水与改土措施相结合

,

施用磷石膏
、

厩肥与城市垃圾从而促进作物

对土壤水分的充分利用
。

由于做到上述经济
、

合理与科学灌水
,

初步估计
,

一般 1 m m水可获

1公斤的粮食产量
,

这说明以色列在利用水资源灌溉
,

特别是水资源对盐碱土改 良与农业发

展方面
,

具有很好的经验
。

当然
,

利用管道进行长距离
、

大面积的喷灌
、

雾灌与滴灌
,

其经济成本是很高的
,

这些

都必须由国家重点投入
,

并要依靠强大的灌溉工业及现代科技作为支柱
,

在经济不够充裕的

条件下
,

要想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
,

以色列当前 已经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

但从

我国的情况看还有很多困难
,

只能在重点地区逐步推广引用
。

另外
,

在利用磷石膏改良盐土

及防治水土流失
、

环境污染
、

森林破坏等间题上
,

以色列当前还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
。

总之
,

从以色列当前农业生产
、

水资源利用
,

特别是在对盐碱土灌溉改良上
,

确有很多

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

我国黄淮海平原
,

尚有 3 0 0 0多万亩盐碱土
,

并有次生盐碱化的威

胁
。

在灌溉方式上当前仍 习惯于大面积沟灌
,

不注意排灌结合
,

水资源浪费严重
,

这与以色

列现状呈鲜明对比
。

我国华北平原水资源严重紧缺
,

如何将 以色列开发利用水资源经验
,

应

用于我国黄淮海平原盐碱土与农业发展上
,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