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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 过对杀江县多年干 旱天 数和 降水系 列的 统计分析
,

选择 1 9 7 4年和 19 7 8年等为典型干 早年份
。

通过对

典型 干 旱年份降水过程 与稻 田 需 水过 程的 比 较分析
,

得 出
:

为保证在连 续干旱 50 一 70 天时作物能正常生长
,

每

公顷稻 田 需灌水 1 1 2 1 0米 3 ,

全县稻 田需灌 水 2
.

2 6 x 10 8 米 al 为满 足 P = 95 % 的抗早设计 保证 率
,

每公顷稻 田需

灌水 10 6 7 8米 3 ,

全县稻 田 需灌水 2
.

1 5 x 1 0 8 米 3 。

提 出了稻 田节水研究 的几个 方面
。

余江县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

降水量充沛
,

多年平均降水量 1 7 3 5毫米
,

最大达 2 5二3

毫米
,

最小 9 8 0
.

7毫米
。

但是
,

降水量的时间分布很不均匀
, 凌一 6月 降水量多年平均 8 1 9

.

1 3毫

米
,

占全年降水量多年平均的 4 7
.

2% ; 7一 9月降水量多年平均 3 3 3
.

6 3毫米
,

仅 占全年降水量

多年平均的 1 9
.

2 %
。

因此
,

季节性干旱现象频繁发生
。

余江县有农 田 2 5 1 5 1
.

8公顷
,

其 中稻田 2 0 1 6 9公顷
,

以种植双季稻为主
。

早稻生育期一般

为 4月上旬至 7月中旬 ; 晚稻生育期一般为 7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
。

季节性干早多发生在 7月中下

旬至 10 月上旬之间
,

正值早稻黄熟期或晚稻泡田至抽穗期
,

若灌溉水源不足
,

将对水稻产量

产生较大影响
。

一
、

典型千旱年份选择

选择典型干旱年的 目的
,

是确定设计抗早保证水平所对应的年降水过程
,

并使之与稻田

需水过程相比较
。

因此
,

典型干早 年应符合两项条件
:

①在干旱程度上与设计抗旱保证水平

相对应
; ②在干旱时间分布上应具有代表性

。

对不同的抗旱措施 (生物措施
、

工程措施和水土

保持措施等 )
,

应以不 同的统计参数 (抗旱天数或抗早保证率等 )作为选择典型干早年的标准
。

(一 )按抗旱天数选择典型年

1
.

干早标准

根据当地农业和气象部 门的划分方法
,

干旱标准界定为
:

每年雨季结束后的第 1 天到 10 月

10 日止 (若千旱过程超过 10 月 10 日
,

则 10 月 n 日及 以后的 日期不算 )
,

这段时期内连续 2 0天 日降

水量 < 1 0
.

0毫米
,

过程降水量 < 20
.

。毫米
,

就算 有干早
。

整个干旱时期又分为伏早
、

秋早和

伏秋早
。

伏旱
:

①雨季结束后的弟 1天至 8月 10 日止 ; ② 8月 10 日前开始出现 干旱的天数 > 10 天

并连续到 8月 10 日后
,

但 8月 10 日后出现的干旱天数 ( 10 天
。

秋旱
:

① 8月 n 日起至 10 月 10 日

止
:

② 8月 1 1日前开始出现干早的天数 ( 10 天并连续到 8月 n 日后出现的干旱天数 < 10 天
。

秋

伏旱
:

在 8月 10 日前后连续各 ( 10 天 厂卜早的量级划分标准
:

①累计天数 20 一 30 天定为轻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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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 ②累计天数 31 一 60 天定为中等干早 ; ③累计天数 > 60 天定为严重千旱

。

2
.

干旱天数频率计算

按照上述标准
,

在 37 年 ( 19 5 5一 19 9 1 )的实测系列中
,

共有 31 年发生干旱
。

按全年总干旱

天数的多少进行排序 (为符合典型 干旱年份的两项条件
,

总干旱天数相同者
,

以连续干早天数

多者在
一

前
; 连续干旱天数相同者

,

以年降水量低者在前 )
,

根据下式进行经验频率计算
。

计算

结果见表 1
。

P 破 = 〔m八
n + 1 ) 〕 又 1 0 0%

式中
: m 一允许植物正常生长被破坏的年数 (序数 ) ; n 一总年数

, n = 37
,

P 破一允 许 植

物正常生长被破坏的频率
。

表 1 余 江 县 年 干 旱 天 数 频 率 计 算 (l ; = 37 )

全 年总干

岛孟天数

频 率

( P破
,

%

年份序号序号 年份 全 年
二

卜 频率

早天数 ( P破 % )

备 忍三 备 泛

年降水 量 1 5斗.2 3m m

年降水量 16 0 8
.

l m m

12连
己

6内O44打犯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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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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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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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

1牛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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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

1 9 8 6

1 9 7斗

19 8 1

1 9 7 1

19 6 7

19 5 7

1 9 6牛

19 7 6

19 6 0

19 6 8

! 9 6 3

1 9 8 8

1 9 5 8

19 5 5

1 9 6 1

10
.

二

1 3
.

2

15
.

8

18
.

4

2 1
.

1

2 3
.

7

2 6
.

3

2 9
.

0

19 7 3

19 5 9

19 8 7

19 6 6

19 6 2

1 9 8 2

19 7 7

19 9 0

1 9 9 1

19 5 6

】9 6 9

19 7 0

19 6 5

19 8 3

19 8 9

60
.

5

6 3
.

2

7 1
.

1

7 3
.

7

8 1
.

6

年降水量 15任.L Zm m

毕降水量巧 9 8
.

2m m

年降 水量 19 76
·

夸m m

年降 水量 9 8 0
.

7m m

年降水 量 1 7 6牛
.

s m m 乍降水量 r 6 90
.

s m m

年降水 量 19 2 3
.

8 n U ll

年降水 t 2 17 0
.

4 m m

注
:

其余 6年未出现干 早
。

3
.

典型干旱年份选择

参照《水利电力工程水利动能设计规范 (S D J 1 1
一

丁了)林 并考虑到余江地区水量 丰富等因

素
,
以两项指标来衡量抗旱措施的效果

,

即
:

①保证植物正常生长的保证率 P破 二 90 % (允许

植物正常生长被破坏的频率为 P 破 二 1 0% ) ; ②设计抗早天数取为 50 一 70 天
。

根 据这一要求确

定 1 9 7 4年为典型 干早年
。

在采取生物措施
、

保墒措施和水土保持措施时
,

主要考虑如何提高

作物和农 田 自身抵御干旱的能力
,

即如何使作物在干
一

旱的情况下延长 自身的寿命
,

因此应采

取以抗旱天数为标准选择的 1 9 71 年为典型干旱年
,

以这一典型干早年的 降水过程和需水过程

作为 制定抗旱措施的依据
。

。二 )按年降水量选择典型年

1
.

年降水量频率计算及频率曲线选配

( 1 ) 将历年 ( 19 5 5一 1 9 9 1) 实测降水量 ( x )按大小次序排列
,

按下式计算经验频率 ( p )
.

并
将 二

一

与 P 对应点绘在概率格纸上 ( 图 1 )
。

}
〕 二 〔m 八

n + 1 ) 〕 X 1 0 0%

式中
: !”一年降水量等于或大于

: ,。

的经验频率 ; m一
二 二

的序
一

号
,

即等于或大于
x :

的项

故
,

!l1
·

1
,

2
,

… 11 ; 。
一样本容量

,

即观测资料的总项数
, : 、 / 3 :

二 ,乙



表 2余江县年降水量频率曲线选配结果

参数 : 又 = 17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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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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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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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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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2 3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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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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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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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x : , =

K
p

·

又

K
p一根据 P

、
C

、
和 C

s ,

自
“
P 互型频率曲 线摸比 系

数 K p值表
”

中查取 (见成都科技大学
、

华东水利学院
、

武

汉水 电学院合编
,

工程水文及水利计算
,

水利 出版社
,

1 9 8 1年 7月第 1版
,

附表 2 )
。

( 2) 计算系列的年平均 降水 量 牙
=

万 x ,
/

n ( = 6透1 8 3 / 3 7
= 1 7 3 4

.

68毫米 )和各

年降水量的模比系数 ( K 。二 x j
/又 )

,

进而

求得系列的变差系数
:

图 1 余江县年降水量频率曲线 ( P l 型 )

艺 ( K
` 一 1 )

:

上生 _

_
一 = o

。

1 9
n 一 1

( 3) 经几次调整配线参数 C
v 、

sC / C
v
( C

,

为降水系列偏态系数 )
,

进行点绘配线
,

最后选

定 C
、

一 0
.

2
、

C
, = C

、
一

、

又 = 1 7 3注
.

68 毫米
,

作为该县年降水量总体参 数的 估值
。

它们对应的

曲线代表该 县年降水量总体的分布情况
,

如表 2 和图 1中的 P 皿型曲线
。

2
.

典型干早年选择

根据典型干早年的两项条件
,

按照
“

植物正常生长保证率 P设 = 90 %
”

的要求
,

在 图 1中频

率曲线上查取 P = 9 0% 所对应的年降水量为
x 二 1 3 0 0毫米

。

故在实测资料系列中
,

选取年降水

量与
x 二 1 3 0 0毫米最接近的 19 8 6年 (年降水量 1 2 5 7毫米 )作为典型干早年

。

若要进一步提 高抗

旱保证率
,

取 尸 二 95 %
.

可在 曲线上查取与 P / 95 % 相对应的年降水量为
x = 1 1 8 0 毫米

。

在实

测资料系列中
,

选取年降水量与
x = 1 1 8 。毫米最接近的 1 9 7 8年 ( 年降水量 1 2 1 9

.

9毫米 ) 作为典

型干旱年
。

在采取灌溉工程措施时
,

主要考虑如何以客水来补充作物与农 田之用水需要
,

因

此应 以按降雨量为统计参数确定的
,

符合设计抗旱保证率的干旱年份为典型干旱年
。

以这种

典型干旱年的降水与径流系列作为工程计算与设计的依据
。

二
、

典型千旱年稻 田水量平衡计算

为了充分利用天然降水量
,

减少田间排水量和灌水量
,

宜采用
“

浅灌深蓄
”

的灌水方法
,

即在基本满足作物生长的最适宜条件的前提下
,

实行 浅水 灌概
,

降雨则深蓄
,

而深蓄 以不影

2 9 7



表 3 余江县水稻各生育期设计田间水层深度 单位
;

生 育 期 早 稻 晚 租

时间 (月
、
日 )

返 青期

分集前期

分集后期

圆杆期

孕鹅期

抽 德期

乳黄期

黄熟期

斗
.

2 5一5
.

7

5
.

8一 5
.

2 1

5
.

2 2一 5
.

2 9

5
.

30一石
.

4

6
.

5一 6
.

1 1

6
.

12一 6
.

19

6
.

2 0一6
.

2 9

6
.

30一 7
.

1 7

泡 田 期
: : 4 月 10 日一 2 4 日

10一 30一 50

10一 30一 5 0

10一 30一 6 0

10一 30一 6 0

30一6 0一日0

30一 6 0一 8 0

10一 30一 5 0

湿 润

时间 (月
、
日 )

7
.

2 6一习
.

4

8
.

5一 8
、

2 4

8
.

2 5一 9
.

3

9
.

4一 9
.

12

9
.

1 3一 9
.

2 2

9
.

2 3一 9
.

30

10
.

1一 10
.

1 1

10
.

12一 10
.

2 9

泡田 期
:

7月 18 日一 2 5 日

30一 50一 70

10一 30一 6 0

10一 30一 60

10一 30一印
30一6 0一 8 0

30一石 0一习0

10一 30一 5 0

落 千

*3 个数字分别为
:

适宜水 层下限 (h m in) 一适宜水层上 限 (h 二 a1 )一 (降雨 )允许最大蓄水深度 ( H
p )

。

响作物正常生长为限
。

根据这一原则
,

结合当地实践经验和气象条件
,

设计水稻生长期及田

间水层深度如表 3所示
。

在水稻生育期中任一时段 t 内
,

田间水量的变化决定于该时段内的来水和耗水 之 间 的消

长
,

变化关系可用 田间水量平衡方程表示
:

h
l + P + m 一 E 一 e = h

Z

式 中
:

h
:

一时段初 田面水层深度
; h

。

一时段末 田面水层深度
, p一时段内降雨量

; c
一时

段内排水量
; m一时段 内灌水量

; E一时段 内田间耗水量
。

E 二 E
, 十 S 式中

:
E

;

一时段 内田 间腾发量
。

E
, = a E

。
式中

: a
一需水系数

,

根据江西省水电厅的规定
,

早稻 a 二 1
.

25
,

晚

稻 a 二 1
.

20 ; E 。
一时段 内水面蒸发量 (取 E

。 ;

型蒸发皿数值 )
。

E d =
日E 。 式中

:
E ,
一功

2 。

蒸发皿蒸发量观测值
,
日一功

: 。

蒸发量折算成 E
。 。 :

蒸发

量的折算系数
,

日
= 0

.

72
。

故
,

E
, 二 a 日E

。 。

S一时段 内田间渗漏量
。

S = S ·
t 式中

: s
一 田间渗漏强度

,

余江

地区的 s = 3毫米 / 日 , t一天数
。

上述几式中各值 (除
a 、

日
、 s 、

t 外 )单位均为毫米
。

田间水量变化过程可以图 2 表示
。

设时段初 ( t 二 0) 田间水量处于适宜水层上限 ( h am
:

)之

A 点
,

在 t 、 时段内水 田按①线耗水
,

至 B 点田面水层降至适宜水层下 限 ( h o
n

)
,

即需灌水
,

灌水定额为m = h
。 , :

一 h *
n , 如果时段内有降雨 P

,

则在降雨后
,

田面水层回升降雨深 P
,

再

\\\\\ !!!

{{{禅禅哪券
\

}}}介
`
} }}}

匕匕 ) 厄 进
一

’

占
’

1 11111

H P we 降雨最大 , 水深度

图 2 水稻生育期中任一时段农田水分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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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余江县稻田水量平衡分析计算

( 典型干早年
: 1日了4年 ) 单位

:
功m

生育 期 起止 日期 天 数 h m 恤一 渗漏量 蒸发皿 田 间腾 田 间耗 时段降 时段灌 时段排 时段初 时段

( 月
、
日 ) th m a l 一

H
o

S 蒸发量E 中 发量E l 水量E 必 水量 P 水 量m 水量 C 水深 末水解

泡 田期 4
.

10一斗
.

2牛 巧

返青期 4
.

25一牛
.

28 落 1 2 20
.

9 18
.

8 0 3
.

8 4 3
.

5 10 * 2 2
.

7

斗
.

29一 5
.

2斗 10一 30 一5 0 1 6 2 2
.

3 3 2
.

5 7 3
.

4 1 7
.

1 2 2
.

7 28
.

1

5
.

3一5
.

5 715 6 1
.

8 5 1
.

1 0 3
.

1 38
.

斗 8 2
.

1 36
.

4

分 粟前期 5
.

8一5
.

1 2乃 巧 1 7
.

1 5 1
.

斗 0 3
.

4 4 2
.

36 3
.

牛 0 3
.

3

早 5
.

1 3一 5
.

1 5 0 1 7一 0 3一 5 0 5 1 7 2
.

5 24
.

8 9 3
.

8 7
.

5 0 3 3 2
.

0 3 3

5
.

8 1一 5
.

21 斗 1 3 2 2
.

29 2
.

0 4 1
.

0 0 4 1 30 0 3

分 集后期 5
.

2 2一 5
.

5 24 1 24 1
.

1 1 2
.

74 2
.

1 7 7
.

30 3 2 2
.

6

5
,

2 6一 5
.

2 9 4 10一30 _ 6 0 12 1 5
.

3 1 3
.

8 2 5
.

8 4 1
.

7 2 2
.

6 3 8
.

5

圆杆 期 5
.

3 0一 6
.

斗 6 1 0一 3 0一6 0 18 3牛
.

4 3 1
.

0 4 9
.

0 0
.

6 3 9
.

9 3 8
.

5 3 0

孕穗 期 6
.

5一6
.

1 1 7 3 0一6 0一8 0 2 1 4 5
.

9 4 1
.

3 6 2
.

3 3
.

3 8 9 3 0 6 0

抽穗期 6
.

12一6
.

15 4 12 1 6
.

3 1斗
.

7 2 6
.

7 斗9
.

6 2
.

9 6 0 8 0

6
.

16一 6
.

19 牛 3 0一 6 0一 8 0 12 19
.

9 1 7
.

9 2 9
.

9 7 3
.

5 斗3
.

6 8 0 8 0

乳黄期 6
.

2 0一 6
.

2 4 5 15 2 3
.

8 2 1
.

4 3 6
.

斗 2 9
.

斗 2 3 8 0 5 0

稻 6
.

2 5一6
.

2 9 5 10一3 0一 5 0 15 2 2
.

1 1 9
.

9 3 4
.

9 10 6 7 1
.

1 5 0 5 0

黄熟 期 6
.

3 0一 7
.

5 6 18 1 7
.

6 15
.

8 3 3
.

8 7 4
.

2 9 0
.

斗 5 0 0

7
.

6一7
.

1 1 6 湿 润 18 2 7
.

8 2 5
.

0 4 3
.

0 6
.

6 3 6
.

4 0 0

7
.

12一 7
.

17 6 18 2 6
.

3 2 3
.

7 4 1
.

7 2 14
.

2 1 72
.

5 0 0

全生育期 4
.

10一7
.

1 7 8生 2 5 2 4 0牛 3 6 4 6 16 7 7 1 2 3 8 4() 3

泡田 期 7
.

1 8一 7
.

2 5 8

返青期 7
.

2 6一7
.

3 0 5 3 0一50一 7 0 15 5 1
.

5 44
.

5 59
.

5 7 9
.

5 3 0 * 5 0

7
.

3 1一 8
.

4 5 1 5 5 2
.

9 4 5
.

7 6 0
.

7 6 0
.

7 5 0 5 0

分集 前期 8
.

5一8
.

9 5 15 4 1
.

7 3 6
.

0 5 1
.

0 3 1
.

0 5 0 3 0

8
.

1 0一 8
.

1 4 5 1 5 2 3
.

7 2 0
.

5 3 5
.

5 5 6
.

1 3 0 5 0
.

6

晚 8
.

15一 8
.

19 5 10一 3 0一 6 0 1 5 3 1
.

7 2 7
.

4 斗2
.

4 0
.

2 2 1
.

6 5 0
.

6 3 0

8
.

2 0一 8
.

2 4 5 1 5 2 6
.

8 2 3
.

2 3 8
.

2 1
.

1 3 7
.

1 3 0 30

分粟后期 8
.

2 5一 8
.

2 9 5 10一 3 0一 6 0 1 5 3 3 2 8
.

5 4 3
.

5 4 3
.

5 3 0 3 0

8
.

30一 9
.

3 5 1 5 3 1
.

9 2 7
.

6 4 2
.

6 4 2
.

6 3 0 3 0

圆杆期 9
.

4一9
.

8 5 1 0一3 0一6() 15 3 3
.

4 2 8
.

9 4 3
.

9 任3
.

9 3 0 3 0

9
.

9一 9
.

12 于 12 2 7
.

5 2 3
.

8 3 5
.

8 0
.

1 3 5
.

7 3 0 3 0

孕穗期 9
.

13一9
.

1 7 5 3 0一6 0 ee 8 0 15 3 1
.

4 2 7
.

1 生2
.

1 7 2
.

1 3 0 6 0

9
.

1 8一 9
.

2 2 5 1 5 8
.

8 7
.

6 2 2
.

6 1 1
.

5 6 0 4 8
.

9

抽穗期 9
.

2 3一9
.

2 6 4 3 0一 6 0一 8 0 12 1牛
.

6 1 2
.

6 2斗
.

6 3
.

0 3 2
.

7 4 8
.

9 6 0

9
.

2 7一 9
.

3 0 4 12 2 5
.

9 2 2
.

生 3生
.

斗 3牛
.

4 6 0 6 0

乳熟期 10
.

1一 10
.

5 5 10一 3 0一 50 15 2 3
.

8 2 0
.

6 3 5
.

6 6 0 2 4
.

4

稻 10
.

6一 10
.

1 1 6 1 8 3 0
.

7 2 6
.

5 注生
.

5 5 0
.

1 2牛
.

生 3 0

黄熟期 10
.

12一 10
.

1 7 6 1 8 3 5
.

3 3 0
.

5 4 8
.

5 18
.

5 3 0 0

10
.

18一 10
.

2 3 6 落 干 18 16
.

5 14
.

3 3 2
.

3 5 0
.

4 18
.

1 0 0

IQ
.

2 4 ee l 0
.

2 9
、

6 18 2牛
.

6 2 I
.

a 3 9
.

3 3享 3 0 0
-

全生育期 7
.

1 8一 10
.

29 9 6 邓 8 5 6 5
.

7 铭9
.

0 7 7 7
.

0 1 2 2
.

斗 6任2
.

7 18
.

1

注
:

( 1) 早 稻 a 二 1
.

25 , 晚稻 a = 1
.

20 ,
刀

= 0
.

7 2 , s = 3

~ /d
, ( 2) 全生育期 中

,

早稻泡 田 15 天
,

晚稻泡 田 8天
。

冰 为防止漂 秧
,

插秧时水深取适宜 水深下 限
。

2 9 ,



按②线耗水至 C点时进行灌溉
;

如降雨 尸
,

很大
,

超过允许最大蓄水深 度 ( H
、
、

)
.

分 需要排除
,

排水量
c ,

然后按③线耗水至 D 点进行灌溉
。

根据上述原理和水稻生长发育规律
,

将生育期的不同阶段分为若干时段
.

对

1 9 7 4和 1 9 7 8两个典型干旱年
.

进行稻田水量平衡计算 现列出 1 9训 年的计算过程
.

示
。

多 余的部

已 选 定 的

如表 4 所

三
、

结论与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
,

典型干 旱年 1盯
`

l年
,

连续干旱 5丁天
,

累计干旱 ,t’7 天 (全年降水 1 52 6
.

5毫

米 )
,

早稻生育期内累计利用 降水 7 7从 2毫米 (不计排水量
,

下同 )
,

占全年降 水 量 的 5 0
.

5%
:

晚稻生 育期内累计 利用降水 1 2 2
.

土毫米
,

占全年降水的 8
.

。%
。

稻 田总耗水量 1 3 9 3
.

。毫米
,

折

合 3] 9 3 0米
“
/公顷

,

其中早稻耗水 6 6] o米
“
/公 顷

,

晚稻耗水 7了7 0米
“
/公顷

。

欲保证水稻正常生

长
,

生育期内需总灌溉水深 8 8 1
.

0毫米
,

折合 8 8 1 0米
。

/公顷
,

其中早稻灌水 2 3 8 3米
“

/公顷
;
晚

稻灌水 6 ; 2 7米
“
/公 顷

。

毕
、

晚稻泡 田定额各 1 2 0 0米
“
/ 公顷

。

因此
.

稻 田总灌水量 1 1 2 1 0米
3

/公

顷 (包括泡田定额 )
,

全县稻田总计需灌溉水量 2
,

2 6 ) 1 0 尸米
介

符合抗
一

旱保证率 P 二 肠 % 的典型千旱年 1 9 7 8年 ( 全年降水 1 2 1 9
.

9毫米 )
,

早稻生育期内累

计利用 降水 5 工1
.

5毫米
,

占全年降水量的 4退
.

4% ;
晚稻生育期内累计利用降水 1 0 2

.

2毫米
,

占

全年降水量 的 8
.

4%
。

稻 田总耗水量 1 3 6 6
.

6毫米
,

折合 3] 6 6G 米
3

/公顷
,

其中早稻耗 水 6 1 4 6

米
“

/公 顷
,

晚 稻耗水了5 2 0米
3

/公顷
。

欲保证水稻正常生长
,

生育期 内需总灌溉水深 8 2 7
.

8毫

米
,

折合 8 2 7 8米
“

/公顷
,

其中
一

早稻灌水 2 0 8 0米
“

/公顷
;
晚稻灌水 6 1 9 8米

“

/公顷
。

早
、

晚稻泡田

定额各 1 2 0 0米
“
/公顷

。

因此
,

稻 田总灌水量为 1 0 67 8米
“
/公顷 ( 包括泡田定额 )

,

全县稻田总计

需灌溉水量 2
.

1 5 火 1 。 吕米
“ 。

可 以看出
,

按不同统计参数选择的典型干旱年份
,

稻 田灌水量大不相同
。

当地通常认为

最干旱 的 1 9了8年
,

稻 田的灌水量反而比 1 9了4年为少
。

稻 田缺水的主要原因在于降水量时间分

布不均
。

为保证稻田需水
,

除采取工程措施外
,

需在如下儿方面进行研究
:

1
.

通过试验
,

采取间歇灌溉法
,

并建立相应 的灌溉制度
。

根据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

听的研究
,

当表层 :
! :壤 含水率为址大持水量 的 8。% 日寸

,

水 稻的光合作用强度并
几

不低于水层灌

溉处理
。

这可以作为两次灌水间歇期间土壤水分拉制指标的下限
。

2
.

合理调整种植结构
。

上述分析 可见
,

灌溉用水主要发生在晚稻
,

若改晚稻为旱作物
,

可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季节性缺水状况
。

本文的续篇将在分析该地区儿种主要旱作物 田间水分平

衡的墓础上
,

以经济效益最佳为原则
,

提 出该地区作物址优种植结构和水资源 (包括天然降

水和区域内染塘蓄水等 ) 优化调配方案
。

3
.

加强田 间管理
,

减小渗漏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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