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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国内外先进的旱作农业和节水灌溉技术成果并将其有机结合，论述了我国农产区旱地
区划及发展现状、当前我国节水灌溉技术现状及问题对策、节水高产耐旱作物品种选择及栽培技术、
节水节能降耗高效灌溉技术、水管理信息化和生态灌区构建理论与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旱作农业和节水灌溉的研究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农业管理人员和大专院
校学生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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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半干旱区 本区自东向西为大兴安岭西麓、东北西部丘陵平原、冀北晋北高原山地、河北平原中
部、晋陕黄土高原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东部、陇西黄土丘陵区、祁连山地、青海湖
环湖地带、湟水谷地上游、海南高原山地、青南高原北部和新疆伊犁盆地，总面积119&times;104km2
。
区域地势变化较大，海拔由50m的华北平原到5000m的青海高原，气候差异大。
大兴安岭和青海高原，年均温在0℃以下，东北平原、内蒙古、伊犁、青海东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
在4～10℃左右，≥0℃积温为1500～4900℃，无霜期100～200d，山地区在50d以下，除干旱外，高纬度
、高海拔地区还有低温、霜冻，低平原地区有夏涝，多数地区有大风、冰雹、干热风等灾害。
农作物除华北中部一年两作或两年三作外，大部分地区为一年一作。
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豆类、甜菜、花生、向日葵、胡麻等。
土壤类型主要有黑钙土、褐土、草甸土、黑垆土、潮土、面土、高山草甸土、灰钙土、盐碱土和风沙
土。
4.半湿润偏旱区 本区包括大小兴安岭、松嫩平原东部、吉林中部平原、辽西南的中北部、燕山北部山
地、华北滨海低平原、豫北、豫西、太行山、太岳山地、关中平原、临运盆地、延隰黄土丘陵、陇中
黄土高原南部和海北门源山杏滩地等，面积67&times;104km2。
区域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滩地、高原等，除松嫩平原东部、吉林中部平原、辽西南的中北部
、华北滨海低平原和关中平原等地势较低外，其他地区海拔在200～1000m。
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东北以黑土、草甸土、暗棕壤土为主，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辽河下游、黄河流
域及关中地区以垆土、塿土、褐土、棕壤土为主，土壤养分含量不均。
区域多年平均降雨量400～600mm，年内季节降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较大，年变率为15％～25％，60
％～70％的降雨集中在6～8月。
年平均气温东北为—46～9.1℃，华北、关中等地为8～14.5℃，除东北北部及门源外，其他地区≥0℃
积温为3000～5200℃，无霜期南北差异较大，约为100～240d，除东北北部基本能满足一年一熟外，其
他地区皆可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
区域地表水资源及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有松花江、辽河、海河、滦河和黄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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