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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为 滴 水 润 良 田
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河北省是产粮大省，也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

黑龙港流域历史上曾面临土地盐碱的问题，如今又面临压减地下水超采的压力，既要保障粮食

安全，又要改善地下水生态。在衡水，有一群农业科研人员，一直在寻求解决“水粮矛盾”难题的答

案。他们想尽办法，要用好农田里的每一滴水。

【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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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 6时 50分，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刘学彤又坐上了单位的通勤
大巴。

几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每天
早上这个时间，这辆大巴都会从位
于衡水市桃城区的研究所出发，开
往位于深州市的该所旱作节水农业
试验站，节假日无休。“农时不等
人，做试验处理，搞田间调查，到
了该下地的时候，无论赶上什么日
子也得去。”刘学彤说。

刘学彤来到试验站，是为了
对化肥与秸秆配施定位试验开展
田间调查。2019 年，她刚进入研
究所，便从前辈们手中接过了管
理这项长期定位试验的任务。当
时，90后的她是团队最年轻的一
员，而她管理的这片地，却是试
验站里最“老”的——现在的试
验站虽然是 2007年建立的，但这
片地上的定位试验从 1982年就开
始了。

“2007年，原来的老试验站需
要换址搬迁，我们专门花了40多
万元，把老站的土原样搬到了新
站，这在当时可不是笔小钱。”河
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副
所长李科江说。

给土搬家，并不是简单地把土
从老站里挖出来，再到新站挖个坑
埋进去就可以，要搬的是原状土，
土壤结构不能被破坏。

“这可是个大工程，光是土该
怎么挖，我们就设计了好几种方
案。最终搬过来 48 个试验小区，
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李
科江说。

试验小区，是田间试验中的小
地块。搬家前，一个试验小区的面
积是67平方米，考虑到挖土、运
土的难度，搬到新站后，一个试验
小区仅保留了37.5平方米。

“中间9平方米挖出1.5米深的土体，要用特制的
大铁箱运输。除此之外，还要保留一部分20厘米深
的耕层土。”李科江说。

也曾有人质疑，费这么大的功夫搬一些土，值
得吗？

“开展长期定位试验进行数据收集与信息反
馈，对农业研究意义重大，著名的英国洛桑试验站
已有180多年历史。”李科江介绍，2018年，因有此
项长期定位试验的基础，国家土壤质量深州观测实
验站被建在了试验站里。相关调查显示，当时全国
连续 30 年以上的长期定位试验，保存下来的只有
36个。

“试验数据比我的年纪还大，实在是太宝贵了。”
从前辈们口中，刘学彤得知了长期定位试验坚持下来
的种种不易，“以前很多时候，这个定位试验并没有
专门的经费，但老师们还是克服困难坚持下来了。这
是对科学的负责，也是对农业的情怀。”

一项试验做了40多年，环境变了、人换了，那
份坚持却从未改变。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耕地质量问题的关注提升，
长期定位试验受到的科研支持越来越多，项目不断增
加，刘学彤也越来越忙了。“我要把这份坚持继续下
去。”她说。

文/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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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4 月 7 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
作农业研究所旱作节水农业试验站，李
科江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摄

▲4月8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旱作节水农业试验站，科研
人员查看蒸渗仪运行情况。

本组图片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提供

见证盐碱地的变迁

4月7日，景县龙华镇志清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田里，小麦正处于拔节期，这
是小麦生长发育最旺盛的阶段，麦苗已由
初春的嫩绿转为深绿，更显挺拔有力。

这里也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
研究所的低平原粮食作物绿色生产示范基
地，研究所在此开展了多项农业节水技术
示范。当天中午，该研究所副所长李科江
又开车来到了这里。

“今年小麦长得好。冬季下了几场雪，
降水量比常年高了两三倍。下雪不仅补充
了墒情，还在低温时防止了冻害。”看着眼
前绿油油的麦田，李科江说，这样的景
象，他怎么都看不够。不管放不放假，李
科江一有空就爱往地里跑，刚刚过去的三
天清明小长假，他有两天都到了基地。“一
年里，我得有三分之一的天数都在地里。”

李科江 1988 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工作，
但与现在不同，那时，节水还不是当地农
业研究的主课题。“当时发展灌溉，主要是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说。

时间继续向前回溯，20世纪 80年代以
前，影响衡水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
还是盐碱问题。

衡水地处黑龙港流域，位于黄淮海平
原的北缘，是“九河下梢”之地，土地盐
碱问题由来已久。

就在李科江参加工作的那年，被称为
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的黄淮海平原盐
碱地综合治理全面铺开。随着农田排灌系
统的完善和机井数量的增加，以及淡水压
盐等措施的应用，黑龙港流域的盐碱地面
貌被改变，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但随着工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用水量大幅增加，这
一地区干旱和水源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去进修了研
究生，那时候的研究方向就开始转向节水
灌溉了。”李科江说。

河北省是产粮大省，也是水资源严重
短缺的省份，“水粮矛盾”长期存在。衡水
地处华北平原环渤海复合大漏斗区域，水
资源供需矛盾极为突出。

“突出限水压采、绿色高效，‘稳秋增
夏’，而非一味地追求高产，是这片土地面
临的具体课题。”李科江说。

走进一块麦田，李科江掏出了手机。
“看，这是 9分钟前刚刷新的数据。深

度 10厘米的土层，土壤水分 25.08%，温度
17.81℃；深度 20 厘米的土层，土壤水分
24.99%，温度 13.62℃……现在的墒情，很
适合拔节期小麦的生长，这说明前两天灌
的‘春一水’，效果不错。”手机屏幕上，
详细显示着从地表到地下1米深，不同土层
的土壤水分和温度数据，李科江告诉记
者，这些实时数据来自田间的土壤墒情监
测仪，是开展测墒补灌的重要依据。

测墒补灌，就是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时
期，根据实际测定的土壤墒情，按照作物
的实际需求，进行定量补充灌溉。墒情好
就少灌，墒情差就多灌，需要多少灌多
少，让每滴水都灌出效果。

“这片地是在3月31日进行的春季第一
次灌水，合作社原本想按每亩地 50立方米
的标准灌水，但最终按我们的建议，每亩
地只灌了30立方米。”李科江说。

记者注意到，虽然都是绿油油的麦
田，但基地里的田和外边的田看起来有些
不一样——基地里的麦田连成大片，中间
没有畦埂和垄沟。

“我们应用了多种工程节水的措施，包
括地埋伸缩式喷灌、指针式喷灌、浅埋滴
灌、深埋滴灌等。这些灌溉方式不需要畦
埂和垄沟，比传统畦灌能增加约8%的耕作
面积，既能节水又带来了产量增加。”李科

江说，当地一年小麦玉米两熟种植，若是
用传统畦灌，小麦季平均每亩需灌溉水150
立方米，与其产量基本持平的条件下，伸
缩式喷灌每亩能节水 30立方米，浅埋滴灌
每亩能节水 50立方米，深埋滴灌每亩能节
水70立方米。

农业是用水大户，河北的农业用水量
占全省用水总量的一半以上。

“原来是瘠薄的盐碱地，首先要提升粮
食产量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但现在盐
碱地的面貌已经改变，实现丰产不难了，
就要做好节水的文章了。”李科江说。

给节水小麦设计“必修课”

4 月 14 日，衡水市区出现了降雨，雨
不大，却牵动着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
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英的神经。当天，她
正在陕西参加延安市农科院组织的交流活
动，虽然身处几百公里外，她还是会在空
闲时，习惯性地用手机刷刷衡水的天气
预报。

“毕竟，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农作物和
水，对天气难免更敏感。”张文英说。

当天 20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
业研究所旱作节水农业试验站，4个原本处
于打开状态的大棚逐渐闭合，把棚下种植
的小麦盖了起来。天气预报显示，试验站
所在的深州市当晚可能有降雨，因此，工
作人员进行了盖棚操作。

都说春雨贵如油，为什么试验站的小
麦却不能淋雨，还得专门盖棚“保护”起
来？这是因为专家正对棚内的小麦进行抗
旱、节水鉴定。

4 月 15 日，回到衡水第一天，张文英
就又到了试验站，查看小麦情况。

“小麦的节水性和抗旱性是两个指标，
节水要求比现有的灌溉方式更少浇水，抗旱
的要求则更严苛，要做到不浇水。”张文英
解释，鉴定过程要对小麦全生长周期的用水
进行精确控制，因此要排除下雨的影响。

进行抗旱、节水鉴定的小麦被种在一
个个“水泥池”中，池子的设计也不一般。

“鉴定池深3.5米，水泥封底，其中2米
为土层，1.5米为沥水层。这种设计是我们
首创的，能隔绝地下水的干扰，还能防止
盐分长期在土壤中积累。”张文英说，鉴定
池的设计还曾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除了在旱棚内接受严格的缺水考验，
进行抗旱、节水鉴定的小麦还要同时进行
田间自然鉴定。目前，在试验站进行抗
旱、节水鉴定的小麦种质资源达到了600多
种，这些小麦来自全国各地。

张文英介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
农业研究所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同时进行小
麦、谷子、玉米抗旱鉴定的单位，也是全
国唯一能进行小麦节水鉴定的单位。不仅
如此，研究所还制定了国内第一个“农作
物品种抗旱性鉴定规程”，创制了小麦节水
性评价和谷子抗旱性鉴定评价体系，形成
了行业标准。

品种决定了小麦整个生长周期的耗水
量，培育抗旱节水品种，是重要的生物节
水措施。而建立科学准确的评价指标体
系，开展抗旱、节水鉴定，则是培育抗旱
节水品种背后的重要技术。

“咱们河北在小麦的抗旱节水鉴定技术
上，绝对处于全国领先位置。”说起团队
的工作，张文英难掩自豪，但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这项令她自豪的技术，在农业节
水研究领域，却是一项相对不起眼的技
术。“十一五”以前，张文英团队的研究，
甚至一直没有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

“还好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现在国家
对农业种质资源越来越重视了。”从1998年
参加工作起，张文英就把抗旱鉴定选为了
主要研究方向，“这项工作对抗旱节水品种
选育很有意义。”

20 多年，鉴定了千余份小麦，张文英
炼就了“火眼金睛”的本事。每年送到试
验站进行鉴定的新小麦有200多种，种上一
季，到了第二年，张文英基本能做到“一
眼分辨”。在她眼里，小麦就像小孩子，每
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

张文英把被鉴定的小麦看作孩子，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却都是“别人家
的孩子”。

选出抗旱、节水性好的小麦，能帮助
他人更好地选育新品种。“这正是我们工作
的意义。”张文英说。

目前，小麦抗旱和节水规程，已经列
入国家和河北省节水小麦品种区域审定程
序之一。可以说，到试验站进行节水鉴
定，是全国节水小麦品种的一堂“必修
课”。而张文英，就是这堂课的设计者。

经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鉴选，30 个小麦品种被列入河北地下水压
采品种推广名录，在全省推广。“目前在黑
龙港流域，小麦节水品种已经实现全覆
盖。”张文英说。

让好技术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老刘，浇地呢？现在干活是不是省事
儿多了，在屋里看着机器就行了。”

“是啊，不用到外面晒着了，屋里躺着
就能把地里的水浇上。”

4月7日下午，志清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一间井屋里，李科江看到了景县龙华
镇南桥村村民刘书运，便同他聊了两句。
合作社正在进行春季灌溉，刘书运负责的
一片地，用的是伸缩式喷灌。

同李科江在地里走了一下午，记者发
现，碰到干活的农民，他都能叫上名字再
聊两句。

“好技术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要让
农民说好，让庄稼‘说’好。”李科江说。

走在麦田间，看到有的地块麦苗不均
匀，李科江便会忍不住说几句，“这就是播
种没播好，和播种机质量有关，和干活不
精细也有关。”

别看李科江平时和农民们相处总是和
颜悦色的，可一旦干起活来，他也是个会
红脸的人。“前两年，南桥村的农机手老孟
就没少被我训。有一次愣把他给说急了，
事后我还请他喝了顿酒。”李科江说，着急
发火，是因为他心疼庄稼、心疼时间，“一
年这地里只能种这么一次小麦、玉米，该
干好的活儿没干好，就补不回来了，一年
的时间就浪费了。人这一辈子，又有几个
一年呢？”

走到深埋滴灌试验田里，李科江停下
来仔细查看了一番。

常见的浅埋滴灌，滴灌带一般铺设在
地下3到5厘米处。而深埋滴灌，则会将滴

灌带铺设在地下 30厘米处，让水借助土壤
毛细管的作用，扩散到作物根层。

去年，试验田收获的小麦亩产达630公
斤，与合作社其他地块基本持平，玉米亩
产达918公斤，创造了景县的高产纪录。但
试验田的小麦亩均用水量仅为 80 立方米，
比传统畦灌节水近一半。

而在 2017 年，李科江刚开始探索深埋
滴灌技术在小麦、玉米种植中的应用时，
产量却没这么高。

“开始两年小麦亩产只有400公斤。”李
科江后来才发现，问题出在配套的农艺措
施上，传统的播种方式播种深度只有3至5
厘米，并不适合深埋滴灌技术。

转机出现在 2019 年，李科江外出参加
了一场关于保护性耕作的交流活动，他受
到启发，探索把保护性耕作和深埋滴灌结
合起来。

“用了免耕技术，播种前不进行旋耕、
翻地等，直接开沟 10厘米，再将种子往下
播2厘米。这样种子离滴灌带就更近了，水
分更容易吸上去，出苗率就有保障了。”李
科江解释。

2020 年，小麦、玉米产量立竿见影地
提升了。

“任何一项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都
不是单一存在的。节水丰产研究是个复杂
的问题，但农民需要的只是个简单的办
法。”李科江说。

对此，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
究所研究员曹彩云有着同样的感受。

从 1997 年参加工作起，曹彩云就开始
开展微咸水利用的研究。“长期试验结果证
明 ， 用 含 盐 量 4.5g/L 的 微 咸 水 浇 棉 花 ，
2.5g/L 的微咸水浇小麦，2g/L 的微咸水浇
玉米，作物生长基本不受影响。”曹彩云介
绍，她研究的微咸水补灌技术，在小麦拔
节期，利用微咸水直接灌溉或咸淡水混
浇，能达到既不影响产量，又缓解淡水资
源紧张的最佳效果。

“咸水利用的问题，从盐碱地治理之初
就被关注。从科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
没有争议的好方向，但从农民种地的角度
来看，这不是他们必须用的办法。”研究咸
水利用 20 多年，曹彩云的研究越来越深
入、越来越精准，但近两年，她把关注的
重点转向了如何把咸水利用技术变得更易
推广，如何让这项技术与其他技术配套，
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好办法。

长期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让李科江
和曹彩云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充
满深情，这份深情又转化为一种责任感，
融入了他们的每一项具体工作。

在明年小麦收获的时节，李科江将迎
来自己 60岁的生日。但他说，自己还不想
离开这片土地。深埋滴灌的研究已经有了
明显成效，但也还有待解决的问题，农机
怎么配套、成本怎么降低？他还要继续研
究下去，为这片土地寻找更好的答案。

▲ 4 月
8 日 ，河 北
省农林科学
院旱作农业
研究所旱作
节水农业试
验站，科研
人员开展田
间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