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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征程 攀登足迹

青海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研发团队

二十年坚韧不拔换来五十余项成果
本报记者 马玉娟

在国内首次开展高寒干旱区
太阳能光伏提水草原灌溉技术研
究，研制出太阳能及风光互补提水
技术装备；完成32.49万贫困人口的
饮水安全脱贫攻坚任务，提升 270
余万青海农牧民的饮水安全保障
水平；为传统水利向现代化水利转
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供
可复制的配套技术……20年来，青
海省水利厅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生态环境保护研发团队围绕农
业节水、盐碱地改良、水土流失与
生态恢复、高寒干旱区农牧村牧区
饮用安全等课题展开研究，为我省
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服务生态
环境保护提供了科技支撑。

青海省水利厅流域水资源高
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研发团队
成立于 1999年，现有专职研发人员
15人，兼职研发人员 21人。其中，
有博士、教授、研究员 22 人。团队
针对青藏高原高寒干旱区水资源
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用水浪
费严重、农业节水潜力巨大的现
实，面向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和建设
节水型生态植被的需求，围绕土壤
—植物—大气系统水分运转与调
控理论、植物适度缺水的补偿效应
和作物水分生产函数模型等问题
开展深入研究，重点开发高寒干旱
区节水高效农业技术体系与发展
模式，成立之初就引入电子计算机
技术、信息技术和自动控制等现代
技术，在我省农牧区开展水资源合
理配置和灌溉系统优化调度，寻找
有限水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实现路
径。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事 关 民 生 福
祉。面对我省高海拔地区农牧区
供水水质保障难度大、牧场供水缺
乏适用动力、防冻要求高等安全供
水关键技术难点和痛点，该团队经
过十多年的系统性研究，开发组装
了保障农牧民饮水安全的成套技
术。

在这 10年中，团队构建了农牧
区供水工程安全评价技术体系，创
造性地提出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
农村饮水安全分类评价标准和方
法；研发集成了从饮水源头到群众
家庭龙头的高寒干旱农牧区供水
水质安全保障技术装备、清洁能源
供水技术装备、太阳能及风光互补
提水技术装备和供水工程自动化
监控技术与信息化监管系统，解决
了高寒牧区提水动力缺乏和高成
本的问题，并编制了农村牧区供水
改造技术规程等。这一系列技术
成果和建设评价标准，为我省快速
解决农村牧区 32.49万贫困人口的
饮水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并在提
升全省270余万农牧民的饮水安全
保障水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我省是我国盐碱地分布的主
要省份之一，仅柴达木盆地就有近
400万公顷。如何改良盐碱地资源
使之产生种植效益？这个团队多

年来展开持续攻关。他们在调查
摸清全省盐碱地发生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先后开发了暗管排水技
术、微排水板排水技术、生物改良
技术、化学改良等盐碱地改良技
术，并根据各地盐碱地盐碱含量、
浅层地下水埋藏深度，按照宜农则
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因
地制宜分别制定了合理利用措施。

回想起团队组建之初，团队负
责人李润杰说：“那时候我们去格
尔木河西农场做盐碱地改良的试
验示范，由于那里盐渍化程度较
重，种植的作物基本都是颗粒无

收。我们采用从国外引进的薄壁
波纹管排水等技术，将水灌进地里
对土壤中的盐碱进行淋洗，再通过
排水管道将高浓度的盐水排走，从
而降低土地里的盐分含量，当年河
西农场种植了小麦的133公顷盐渍
地平均 0.067 公顷产就提高到 400
公斤。”

如今，李润杰和他的团队已将
我省主要农业区湟水河流域盐渍
地的分布和类型全部摸清，还通过
综合技术改造改良了2万多公顷的
次生盐渍地。

2016年，为进一步优化盐碱地

改良方法，团队引进了具有不易堵
塞、施工简单、排水面积大等优点
的毛细排水板排水技术，弥补了之
前技术的缺陷。此外，他们还采用
种植耐旱、耐盐碱的牧草、树木、农
作物等生物措施，进一步提高盐碱
地的综合利用率。采访中，李润杰
介绍到，青海种植的藜麦品质之所
以好，就是因为这种作物在生长过
程中会吸收土壤中的盐份，因此在
中度盐碱地里种植藜麦，不仅能取
得较好的收入还可以改善土地的
盐渍化程度。

从一开始的颗粒无收到农作

物产量大幅提高，从稀疏的植被生
长到成片的植被覆盖，从单一的小
麦种植到藜麦、枸杞等耐盐碱作物
的大面积推广，柴达木盆地这一极
端干旱的荒漠呈现出片片绿洲，离
不开李润杰和他带领的团队付出
的艰苦努力。

进入 21世纪后，随着西部大开
发步伐的加快，我省水资源供需矛
盾日益突出，解决用水效率低下，
水资源高效利用基础理论薄弱、农
业节水灌溉技术落后的问题迫在
眉睫。该团队围绕我省自然气候、
农业种植结构和农田灌溉特点，先
后开展了农田肥水合理利用、农作
物增产机理，以及高寒干旱区光伏
提水草原节水灌溉技术等研究，提
出了我省光伏提水灌溉适用范围、
灌溉模式及规模，部分经济作物不
同阶段专用肥配方设计等，建设了
农田出水肥一体化自动监管系统
和高寒干旱灌区灌溉智能控制信
息系统，制定了农作物集约化、自
动化、定量化、精准化灌溉施肥模
式，筛选推广了适合青海高寒干旱
区的九种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模式、
生物节水技术，农田灌溉智能控制
等技术，为提高我省水资源的综合
利用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水资源利用科研创新中，团
队立足我省实际，将农学、水利学、
水文学、生物学有机结合，多学科
交叉融合，创新科研思路，敢于技
术实践，建立起完整的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体系，实现了高寒旱区水资
源利用技术的集成和原始创新。
其中，在国内首次开展的高寒旱区
太阳能光伏提水草原灌溉技术研
究，提出了“生态建设—新能源利
用—草原灌溉—牧民生产生活水
平提高”的建设开发模式，为我省
发展生态畜牧业提供了水资源保
证。

目前，团队研发的多项节水成
果已在我省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
实践中大面积推广应用，全省高效
节水灌溉推广面积达 7.51万公顷，
仅此一项就实现取得经济效益2.15
亿元。其中滴灌和微润灌溉，特别
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不仅在水
资源尤其紧缺的柴达木地区推广
应用后节水成效显著，而且在湟水
流域、黄河流域的示范推广面积也
在不断增加，促进了农牧民的增产
增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十年来，团队相继完成了
《柴达木盆地工业和城市的水资源
供求关系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青海省生态用水趋势研究》《高效
节水技术研究与示范》《高寒干旱
区饮水安全技术研发与示范》《江
河源主要生态区生态恢复研究与
示范》等 50 余项科研课题，成果获
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57
项，取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10 余项，发表论文逾百篇，出版专
著 5 部，完成各类规划、咨询报告
300 余份，有力地支持了我省水利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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