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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市果树种植面积为 35 万亩,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 7%,灌溉面积 2.75 万亩,严重制约了我市果树亩产的提高,因

此实施滴灌节水工程后,果树产量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 果树滴灌；效益分析；经济评价；环境影响 

 

1 自然地位概况 

凌源市地处辽宁省西部属低山与丘陵地形区的中部,华

北山地与高原一级地形区,隶属辽宁省朝阳市,位于辽、冀、

蒙三省(区)交汇处,西南与河北宽城县、平泉县接壤,南与建

昌县、河北青龙县相连,东南与建昌、喀左两县搭界。地理

坐标为北纬 40°35′50″~41°26′6",东经 118°50′20

″~119°37′40″。南北斜长 93.3 千米,东西宽 66.1 千米,

周长 318 千米,总面积 3278 平方千米,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2.2%。。山地,面积 1983.3 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 60.5%,属

努鲁儿虎山、七老图山、燕山与松岭山的分支和余脉;丘陵,

面积 842.4 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 25.7%,地处中纬度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区,干燥寒冷期长,春秋季风大,雨量集中,日

照充足,四季分明。境内以低山丘陵地为主。南北跨越近一

个纬距,东西相隔近一个经度,境内多低山丘陵,地势由西向

东倾斜,中部高四周低。复杂的地形、地貌分布,使得凌源气

候资源分布复杂多样;从南到北存在一定的气候差异。但光

照资源无论南北都极为丰富,热量资源南部高于北部;水分

资源南部多于北部,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凌源属于半干旱、

半干燥气候。春季少雨干燥,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春旱发生;

夏季高温多雨,间有局地暴雨、山洪发生;秋季风和日丽,秋

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漫长,多偏北大风。 

凌源市于20世纪80年代引进节水灌溉技术,截止目前,

低压管灌、喷灌、微灌(如大棚微喷、果树小管出流、玉米

膜下滴灌)等均有成熟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果树滴灌的优点 

果树滴灌的优点：(1)增加产量,改善品质因此比起其他

灌溉方法来,滴灌果树的产量得由于滴灌具有灌水均匀,把

灌溉水和溶于水中的化肥直接送到果树根区,可适时适量地

满足果树生长所需要的水和养分的优点,提高果品质量也得

到了改善。(2)节约灌溉用水由于滴灌通过封闭的管路系统

把灌溉水从水源直接输送到果树根部,消除了渠道输水过程

中的蒸发和渗漏损失田间迳流和深层渗漏损失等,使灌溉水

且仅湿润果树根区的局部土壤,也比地面灌溉方法减少了株

行间土壤蒸发损失、田间迳流和深层渗漏损失等,使灌溉水

的利用率显著提高。各地的试验结果表明,滴灌比地面灌溉

省水50%-70%左右。这对干旱缺水的丘陵山区和高扬程灌区,

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扩大果树灌溉面积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3)有利于果树生长发育能有效地促进树体生长,增加

叶片营养物质的合成与积累。(4)省工安装滴灌系统的果园

实现了管道输水和固定的灌水装置(滴头)灌水,不仅大大提

高了灌水效率,而且节省了劳动力。在山丘区、滴灌不需修

筑梯田和平整土地,省去了修渠、挑水打药等用工,也间接地

节省了许多劳力。(5)节约能源,运行费低在机井或提灌站供

水的情况下,由于滴灌省水,比喷灌或地面灌溉减少了抽水

量,因此也就减少了能量消耗和运行费用。虽然滴灌系统运

行需要一定的工作压力,比地面灌溉要多耗一部分能量,在

提水灌溉的条件下,滴灌因省水而节省的能量一般都远远超

过滴灌多耗的能量。 

3 效益分析 

果树由原来平均每亩均收入2500元增加到3700元,每亩

增收 1200 元,年增产值 1068 万元,人均收入 3358 元,年节水

效益2.42万元,年节电效益6.76万元,经计算,0.89万亩节肥

料效益32.04 万元,每年增加效益1109.22 万元。按水利灌溉

效益分摊系数按0.6 计算则水利灌溉效益达665.53 万元。 

4 经济评价 

根据《国民经济评价规范》选用内部收益率、经济净价

值、经济消费等国民经济评价指标。通过计算、经济内部收

益率为 50.29%,经济净现值为 3569.25 万元(is=8%时),经济

效益费用比为 2.43(is=8%时),投资回收期为 1.99 年。 

5 环境影响评价 

灌溉水源地为地下水,通过已有地勘资料显示,水量较

为丰富,地下水接受大气降水进行补给,通过节水灌溉技术,

以适量的水对作物进行适时的灌溉,可直接把水送到植物根

部,保证了肥料能够及时被作物吸收,达到水、肥、药的高效

利用,降低田间排水量,减少田间水、肥、药向河道的排放和

流失,也减少了肥料和农药向地下水的渗透和迁移,可避免

其在土壤的残留,大大减少了源污染,有效减轻了地表水和

地下水的恶化状况。同时有效避免出现深层渗漏,减少土壤

养分流失,有助于改善土壤结构,有效防止其次生盐碱化的

发生,遏制水土流失,改善了作物生长土壤环境,利用农业快

速平稳发展。 

生态环境主要表现在施工过程中和运行期间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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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关乎青山绿水,关乎国计民生。本文对宝丰县林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

性的建议。 

[关键词] 林业；产业；现状；问题；建议 

 

1 发展现状 

宝丰县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自然条

件好,气候条件适宜多种经济林、速生丰产林及其他经济作物

的生长。全县现有林地 13533hm²,林木覆盖率 28.1%,活立木

蓄积 473000m³,经济林面积 1400hm²,年产干鲜果品 8710t。

2017 年,全县林业总产值达 3.86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2.79

亿元,占总产值72.3%；第二产业0.435亿元,占总产值11.3%；

第三产业 0.635 亿元,占总产值 16.4%。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

展,近年来县域出现了一批以现代循环农业、花卉苗木种植和

林产品加工等为主的林业生产和加工企业,取得了一些成绩。

同时,由于林业生长周期长,林产品受市场波动影响大,供求

信息渠道不够畅通,林业产业也存在一些问题。 

2 存在问题 

2.1 对林业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宣传力度不够,造成全社会对林业生产认识不到位,多

数人认为林业生产只是林业部门的事,存在“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观望态度,只看到林业的经济效益,对林业的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视而不见,大搞掠夺式经营,缺乏兴办林业

的积极主动性,致使林业不能持续发展。 

2.2 产业规模扩张管理粗放 

注重建设规模化的林业生产基地,实现了粗放式的规模

扩张,但森林资源质量和效益逐年呈下降趋势。存在跟风式

栽植经济林现象,均产低、品种杂,经济效益不明显。林种、

树种结构较单一,不够合理。优质用材林资源少,长期以来都

是杨树一统天下,工业原料林和高效经济林比重偏小,且速

生品种不多,林带抗灾抗病虫害能力较弱。鲜果中,桃的比例

较大,优质葡萄、梨、苹果品种少。近年来,核桃比重有所增

加,但总体比例仍偏小。苗木、花卉基地建设进展较快,但由

于是建设初期,投入较大,经济效益尚不明显。 

2.3 产业科技含量低 

林业产业科技水平总体上还处在初级、实用为主的状态,

高新技术应用滞后,不能满足林业生产需求。国内外已经成

熟的新科技、新成果,推广应用困难。林业产业链条短,林产

品加工转化率低,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资源利用率不高,仍

处于木材卖“方”、果树卖“果”的原始经营方式。 

2.4 产业市场化程度低 

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难以发挥,林产品市场化服务

业发展滞后,林产品交易市场的硬件建设落后,信息服务、

 

响,施工过程中主要为施工机械噪音、生产生活区产生的垃

圾、土方开挖产生的飘尘、植被的破坏及机械废气等会对环

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节水灌溉工程对生态环境基

本不会产生影响,同时工程的实施对发展地方农业经济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6 保障措施 

按照凌源市滴水灌溉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责任分工,本照

“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各记其功、形成合力”

的原则,我市在不改变资金性质的用途的前提下,将积极整

合水利、农业、发改委、开发办等个部门涉及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共 2700 万元和凌源市财政局把计提非税收入及土地出

让金共 900 万元,统筹安排、集中使用,同时深化“民办公助”

机制,通过国家的投入的引导,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拓宽

资金筹措渠道,推动滴灌节水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对于电

力配套辅助工程的建设,配电由市政府负责,牵头协调农电

部门,以成本价格落实项目配电,并积极从水里建设基金和

提取的农田水里建设资金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支持项目

配电。 

7 结语 

近年来凌源市坚持科技兴农的理念,大力推广节水灌溉

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善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改变

了当地水利设施相对落后的现状。与此同时,当地农民节水意

识有了很大提高,愿意以投劳投工的形式积极参与节水灌溉

工程的建设。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加上上级个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这为凌源市果树滴灌节水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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