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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资源压力不断扩大,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也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深化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特别是地下水超采问题的出现,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所在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同时也为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问题。因此,本文结合相关案例,针对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下的农业旱作模式进行讨论,并对

旱作模式的相关内容进行具体论述,希望能够对地下水超采问题的有效质量产生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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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地下水与生态环境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虽

然对其进行有效的采集和应用能够对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

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会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特

别是在地下水超采的情况下,会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不利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就目前我国的地下水使用情况

来看,超采问题非常普遍,特别是大面积的农业用水,造成了

非常严重的生态问题。而想要对这种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

就必须要做好综合治理工作,通过农业旱作模式的有效推广

和应用,减少对地下水的消耗,从而达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1 案例分析 

某地面积为1002k㎡,农业区众多,具有较大的农业用水量,

其耗水总量能够占据该地区用水量的 70%,而这也导致该地区

地下水位快速下降,甚至在部分区域形成严重的漏斗区,在严

重影响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对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造

成了一定的阻碍[1]。 

案例区域针对地下水超采问题,早在 2015 年就已经开

始实施综合治理工作,并对相关试点农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是进行节水小麦推广项目,其耕地面积为 5.21 万亩,次年

又新增了 13 万亩,通过对节水抗耐旱品种的推广,该地农业

种植活动在春季可以少浇一次水,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适

当的财政补贴,来提升农户应用节水抗旱作物的积极性；二

是对水肥一体化进行推广,从 2015 年开始逐年加大推广范

围；三是对种植结构进行科学的调整,主要是对旱作农业模

式、种养结合模式以及季节性休耕模式进行大力的推广,在

季节休耕期当中,可以对一年一熟的作物进行耕种,包括牧

草、绿肥以及雨热同季的油料和玉米等；通过对一季休耕

一季雨养种植模式的大力推广,将小麦种植面积不断缩减,

使地下水开采量有效降低。通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案例区

域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平均每

亩耕地能够节约 200m³左右的水,充分发挥了旱作农业的

治理效果[2]。 

2 相关旱作模式 

2.1 在小麦季休耕进行覆膜春玉米种植 

这种模式主要是在冬小麦季休耕,然后在第二年对春玉

米进行种植,在准备实施休耕的土地前茬作物完成收获以后,

要将秸秆及时切碎还田,并将其覆盖在地表进行保墒,直到

完成播种以后落实深松或者是深耕。如果所在土地近三年当

中没有进行深耕或深松操作,则可以进行一次深松,且深松

深度要大于 35cm,如果土地已经进行过深耕或深松等操作,

则可以进行旋耕,深度要大于 15cm,确保土壤能够处于冻融

交替状态,从而实现病虫基数的有效控制[3]。如果在此过程

中种植绿肥,包括油菜、黑麦草以及二月兰等,可以在适宜播

种的时候进行整地播种。具体需要结合所在区域的降水率进

行种植操作,每亩播种量应该在 0.40-0.75kg。在冬季以及

早春阶段不需要进行水肥管理,只需要依靠自然降水即可。

到 4 月初,可以结合下茬作物播种时间,对绿肥进行旋耕,将

其翻入土壤,到 5 月上旬对春玉米进行覆膜播种,期间,耕地

垄宽要在 70cm,而膜宽应该在 90cm,玉米要播种在膜侧沟内,

如果采用一穴双株的种植方法,则应将穴距控制在 40cm,如

果按照每穴一株进行种植,则穴距在 24cm 即可,同时要根据

种植品种对专用的缓释肥进行施撒,每亩 50kg。完成播种

以后,要在出苗之前进行封闭型除草剂的喷洒。进入大喇

叭口期以后,每亩地需要施加 20kg 的尿素,并对玉米螟进

行一次治理。在 8 月下旬可对果穗或青贮进行收获。在这

种模式下,农业种植仅需要在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进行一

次浇水,甚至可以实现全年不浇水,具有非常显著的节水

效果,而且玉米产量较高,比夏玉米上市早,农户能够获得

良好的经济收益[4]。 

2.2 在小麦季休耕进行夏玉米种植 

这种模式主要是种植绿肥进行培肥地力或小麦季休

耕,9 月下旬到 10 月初期是绿肥种植的最佳时期,如油菜、

黑麦草以及二月兰等等,绿肥种植完成以后,需要在次年的4

月将其翻入土壤,并在 6 月份对夏玉米进行播种。完成上茬

收获以后,切碎秸秆进行还田,也可以将秸秆放倒以后铺在

田间进行保墒,当保墒情况适宜以后,即可进行整地,并对夏

玉米进行播种。除此之外,还可以将秸秆切碎还田之后进行

旋耕晒垡或者是深松,然后在次年的 6 月份进行夏玉米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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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米播种可以对单双株种植模式加以应用,与春玉米种植

相似,双株穴距应控制在 40cm,而单株穴距则要保持在 24cm

左右,保证每亩的穗数大于 5000 个,使玉米产量得到有效的

保证,运用这种种植模式能够达到培肥地力的效果,且作物

生长阶段处于雨热同季,能够在减少用水次数的同时,大大

降低用水量[5]。 

2.3 在小麦机休耕进行覆膜春花生种植 

这种模式一方面的为了进行小麦季休耕,另一方面可以

对土地肥力进行有效的培植,在 9 月下旬对各种绿肥进行种

植,在第二年 3 月将所有绿肥翻入土壤当中,并进行整地操

作,完成上述操作以后,即可对覆膜花生进行种植,具体种植

时间在 4月的上旬,每亩地可播种 25kg 的种子,并施加 50kg

三元复合肥,要采用药剂拌种的方式对病虫害问题进行有效

的防控,完成播种以后,需对除草剂进行均匀喷洒,达到封闭

除草的效果。在花期阶段需要进行一次矮状素的喷洒,收获

季节为 9 月,一般年份不需要进行浇水,且能够保证每亩花

生产量在 300-500kg,不仅能够实现地下水超采问题的综合

治理,还能使农户的经济效益得到相应的保障[6]。 

2.4 在小麦机休耕进行油葵种植 

该模式也是在小麦季休耕或进行绿肥种植实现培肥地

力,主要是将油菜、黑麦草以及二月兰等绿肥在 9 月中旬进

行播种,绿肥翻入土壤需要在第二年的 3 月份进行,每亩耕

地需要增施有机肥、尿素和二铵等,将这些一其作为底肥并

进行整地处理,在进入 3 月份以后,如果墒情能够满足种植

条件,即可进行覆膜油葵的种植,每亩耕地可以播种

0.4-0.6kg 的种子,且播种深度应控制在 3-5cm,播种的行距

则要控制在60cm,所用品种应该结合本地区情况对抗病品种

进行使用,在油葵展开第一对真叶以后进行间苗处理,展开

第二对真叶以后即可进行定苗,每亩耕地控制在 3500-4000

株,展开到第七对真叶时,每亩耕地需要追施 15kg 的硫酸钾

肥以及 8kg 的尿素。进入现蕾期及开花授粉以后,需要对一

些虫害问题加强防控,包括钻心虫以及棉铃虫等等。进入 6

月下旬即可进行收获。在进行夏季油葵播种时,可在 6 月下

旬开始进行,与春耕相比,其管理技术差异不大,具体收获时

间为 10 月份,不仅经济油葵产量较高,每亩能够达到

400-600kg,且经济效益良好,整个种植过程中需水量很少,

能够在保证农户经济收益的同时,达到减少地下水消耗的目

的[7]。 

3 结语 

综上所述,地下水超采问题不仅会对所在区域的生态环

境造成不利影响,还会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限制,

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农业用水是造成地下水超采

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想要实现地下水超采问题的有

效控制,可以从农业入手对各种综合治理措施进行有效的落

实,具体需要相关部门对农业旱作模式进行积极的推广,通

过对这种农业种植模式的全面普及,有效减少农业用水量,

使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保证农业经

济发展的同时,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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