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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升高。秸秆+泥炭试验组在发酵第21天左右，温度上

升至50.9 ℃，并且有9天维持在50 ℃，使有机肥充分发

酵；在发酵第30天时，温度最高，为53.2 ℃。而秸秆+牛粪

对照组在第21天左右，温度上升至52.1 ℃，并且有9天维

持在50 ℃以上，使有机肥充分发酵；在发酵第27天时，温

度最高，为55.6 ℃。这是因为有机肥中大量的有机质与腐

植酸不断地分解与合成，从而使得有机肥温度上升，完成发

酵。此后随着发酵原料中有机质消耗殆尽，发酵逐渐停止，

发酵温度开始下降，在发酵第36天温度分别为42.8 ℃、

41.3 ℃。

4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以秸秆为主要原料制备高腐植酸有机肥。结果

表明：秸秆和泥炭组，在发酵第27天有机质含量为47.01%

（大于45%），腐植酸含量最高（27.77%），发酵温度为51.3 

℃，满足高腐植酸有机肥的实验要求；秸秆和牛粪组，在发

酵第24天有机质含量为47.56%（大于45%），腐植酸含量

最高（24.31%），发酵温度为51.4 ℃。说明秸秆和泥炭、秸秆

和牛粪混料发酵制备高腐植酸有机肥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雷大鹏，黄为一，王效华. 发酵基质含水率对牛粪好氧堆肥发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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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有机肥发酵过程中温度变化

2 提升农田水利灌溉质量的有效措施

2.1 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灌水效率

首先，应加快病险水闸加固和相应的节水工程的建设

力度，提高对水量调度的应急处理能力，保障灌区安全用水

的能力，降低暴雨、洪水等带来的潜在风险。其次，要加大对

支斗渠系的砌护，加快灌溉水在渠系中的流速，减少渠系的

渗漏率；同时要加大对农田渠道的砌护，灌水严防漏、冒现

象，提高灌水效率。再次，对已建成工程存在的中高口灌溉

难点，可在合适的渠段建造调节建筑物，抬高水位；或在渠

道或沟道建泵站补充灌溉等，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

2.2 逐步健全水量调度管理体系，合理配置水资源

统一调度黄河干支流直接取水的小型取水工程，规范

取水行为，完善取水统计上报制度。每年根据黄河来水量、

气象条件、农作物布局及需水情况等进行全面的调研和评

估，编制合理的引水计划和水量调度方案，实行精细化管

理，切实增强水量调度的可操作性。作好水管单位及各用水

户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的衔接，及时掌握分析作物需水要求、

灌情，分析经验资料，优化方案。在用水高峰期，采取井渠掺

灌、沟水回归利用、库湖丰蓄枯补等措施实行多水源联合调

度，拓展供水领域，弥补渠道来水不足的影响，提高水分利

用效率，化解灌溉矛盾，解决梢段及渠道（系）灌溉难点，提

高农业供水保障程度。

2.3 合理布局农作物，大力推进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

利用率

各地区结合当地种植业的优势和特点，因地制宜、合理

布局。农业结构调整具有很大的节水潜力，是见效最快、花

钱最少的战略举措。通过农业结构调整，把节水、增效、生态

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调整的核心是充分体现节水、增效、

生态安全的综合性。如水稻种植可主要安排在地下水位高

的田块，河滩地等，集中连片种植，近年来随着水资源利用

矛盾的突出，水稻种植呈现“南压北增”的趋势就是很好的

例证。同时在种植方式上呈现插秧稻向直播稻的转变趋势，

减缓了用水矛盾。大力发展农业节水技术，积极推广各种节

水灌溉技术，尤其是以滴灌、喷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可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有效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2.4 加快实施灌区信息化建设，提升灌溉服务能力

信息化建设是提高灌区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

率、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手段，是灌区今后建设和发展的重

要内容。积极推动信息化、自动化与灌区建设深度融合，通

过建立完善渠道水闸自动控制、信息采集优化调度，进而不

断提高农田水利灌溉管理质量。

总而言之，随着引黄灌区农业灌溉用水情况的不断变

化，灌溉水调度面临的情况日益复杂，发展节水灌溉及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就需要高效实用的农田水利灌溉管

理体系，促进灌区实现科学管理和高效管理，实现水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灌溉系统的实时监控、准确调节、精确计量，在

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建立灌区农田灌溉信息化传输等系

统，提升灌溉服务能力，确保引黄灌区农业丰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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