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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及其发展预测
α α

熊运章①　康绍忠
(西北农业大学)

提　要　农业水土工程是以研究农业环境中水、土运动规律及其控制管理技术为目标的学科。它

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自然结果。学科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专业教育将逐渐扩展, 预计在土壤

—植物—大气连续体水分传输问题的研究方面, 在深度和广度上将有新的突破。在水—土—作物

—环境关系的最优调控理论与方法、农田物质 (水、沙、盐、农业化学物质) 的迁移规律及其数值模

拟与预测、高新技术在农业水土管理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也将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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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evelop ing Course and Pred iction of Agr icultura l
W a ter-So il Eng ineer ing in Ch ina

Xiong Yun2zha ng　Ka ng S ha o2zhong
(N orthw estern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Y ang ling )

Abstract　T h is paper dea ls w ith the conno ta t ion of agricu ltu ra l w ater2so il eng ineering, as

w ell as its h isto ry of fo rm at ion in Ch ina. A b rief exp lana t ion and p red ict ion of develop2
m en t on th is cou rse w ere m ade. T he ob ject of th is cou rse is to research the regu lar pa t2
tern s of w ater2so il m ovem en t in agricu ltu ra l environm en t and the con tro l and m anagem en t

techno logy. W ith the developm en t o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the system of the cou rse has

been im p roving, the b reak though t w ill be ob ta ined, bo th in range and dep th, on the

p rob lem s of tran sm ission of w ater in so il2p lan t2a tm o sphere con t inuum. T he research w ill

be grea t ly p rogressed in the aspects of the op t im ized con tro l theo ry, the m easu res of rela2
t ion sh ip am ong w ater2so il2crop 2envirom en t, the tran sm ission regu lar pa t tern of field m at2
ters (w ater, so il, sa lt, chem ica l m at ters) , the m athem atic m odel, and the app lica t ion of

h igh2new techno logy in agricu ltu ra l w ater2so il m anagem en t.

Key words　A gricu ltu ra l w ater2so il eng ineering　So il2p lan t2a tm o sphere con t inuum 　A 2
gricu ltu ra l eng ineering

1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 1990 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定名。它是以研究农业环

境中水、土运动规律及其控制技术为目标的学科, 它是农业工程学科的一个分支, 属于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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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土壤学与水文学)、生物学、气象学为理论基础, 以工程学为技术基础的应用科学。

　　农业水土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以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

展。因此可以说农业水土工程就是研究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农业服务的科学, 是研究创造良

好的水土环境促进农业发展的科学。

　　文化的发展从先民开始就是和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土环境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讲, 人

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同自然界水土环境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中, 人们逐渐认

识了水、土运动的某些规律, 掌握并积累了一些控制水土的技术, 形成和发展了水土科学的

某些方面, 如: 水文学、土壤学、水土保持、农田水利 (灌溉、排水)、土壤改良、防洪等。不难看

出, 水土科学是一个研究领域非常广阔的科学。即使从农业工程学科来说, 研究范围也是相

当广阔的。农业水土工程长期以来在中国是分别以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土壤改良、垦殖等形

式出现的。它们分别代表水土工程的一个方面, 而且通常属于水利科学的一部分。随着科学

技术和生产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们同时也应是农业科学的一部分。

　　农业水土工程有一个由低到高, 由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过程。它同时又受到科学技术和整

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人类在其生活和生产中很早就认识到水和土的重要性。对于

水则尤为关注。因为它对人类生活、生产乃至生命安全, 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随着农业的

发展人们对水的依赖更为加深, 这就是为什么农田水利学科优先于其他农业水土工程学科

分支发展的原因。农业水土工程正是在农田水利工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

　　“农田水利”一词, 大约起源于北宋时候。王安石变法, 兴修农田水利, 才首次使用了“农

田水利”一词。我国较系统地论述农田水利有关问题的最早著作当推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所写的《农政全书》。这本农业巨著反映了徐光启重视水利的思想。该书一开始即指出:“水

利者, 农之本也, 无水则无田矣。”, 又说:“水利急于西北”[ 2 ]。说明了水利在农业中重要地位。

这个卓越的论断也为我国农田水利建设, 特别是西北农田水利建设的实践所证明。徐光启又

是我国最早把西欧水利科学技术介绍到我国的科学家。在徐光启的著作中水利为农业服务

的思想是极其明显的, 因此, 可以说徐光启是我国农田水利的先驱者。

　　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 农田水利作为一门科学逐渐形成, 不断完善。到本世纪二、三

十年代, 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 在主持兴建泾惠渠等关中大型灌溉工程的同时, 开

始形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农田水利科学。李仪祉先生在其遗著《农田水利之合作》

一文中其内容和范围做了概括的描述。这是我国关于“农田水利”最早的解释。他在 30 年代

中期所编写的《农田水利讲义》和沙玉清教授所著的《农田水利学》, 对“农田水利”作了进一

步科学地概括, 形成了我国农田水利科学的初步体系。其范畴包括: 农田水利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灌溉、排水、放淤及洗碱、垦殖以及有关内容, 如: 沟洫、整理土地和护田所必需的堤防、

治河等[ 3 ]。此后“农田水利”一词逐渐广泛出现于书刊、文献乃至政府法令中。

　　在国外, 同我国农田水利概念相近的学科, 有不同的叫法。在德国, 叫做“农业水利工

程”(L andw irtschaft lichen W asserbau,A gricu ltu ra l H ydrau lic Engineering) , 在俄罗斯和东

欧诸国则叫“土壤改良”(, %ЛИ/ 1 !ЦИЯ) 和“水利土壤改良”(ГИД1 / , %ЛИОРАЦИЯ) , 在

日本却有多种不同的名称, 如:“农业水利”、“农业土木”、“土地改良”, 在英美则叫做“灌溉排

水”( Irriga t ion and D ra inage)。它们不仅在名称上同时也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对我国

农田水利学科体系的形成, 均有一定的影响。40 年代初在我国出现了“农业水利”一词,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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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院农业水利系正是以此命名的。在教育上受英美的影响较多, 其次为德国和日本。50 年

代以后, 原苏联的影响起着很大作用。80 年代以来, 欧美的影响又逐渐增长, 以致某些专家

认为可以用“灌溉排水”来代替“农田水利”[ 4 ]。

　　目前为止, 农田水利学科仍以灌溉排水为主要内容, 实际上只突出了一个“水”字。现代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把“水”、“土”、“作物”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看作一

个整体来对待, 才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和整体的作用。

　　关于“水”、“土”、“作物”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诗经》中记载着

“原隰既平, 泉流既清”的诗句, 意思是说土地平整了水流就变清了, 这是因为水流的冲刷作

用减小了。这是古人对水土之间相互制约的认识。《吕刑》中说:“禹平水土”, 也是这个意思。

这也是中国最早关于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的认识。《汉书·沟洫志》中说:“泾水一担, 其泥数

斗, 且溉且粪, 长我禾黍”, 表明古人早就知道水和土对作物有同等重要作用。《农政全书》中

载:“其不能多生谷者, 土力不尽也。土力不尽者, 水力不修也”。既说明了水的重要, 也表明

了三者的辩证关系[ 2 ]。经过农业生产和科学的实践,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水、土、作物之间有着

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本世纪后半期人们开始从理论上和三者相互影响的机制上进行探索,

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近十年来进展迅速, 包括土壤水动力学理论的研究, 土壤——植物

——大气连续体的研究, 植物水分生理研究, 水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优化管理的研究, 以及电

子技术、核技术、红外技术、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应用研究。

　　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从实践和理论上进一步证明水、土、作物三者紧密结合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这里的植物包含了林、草、作物。我国是一个水土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防止水

土流失, 开展水土保持, 保护水土资源是极其重要的。应该说水土保持是和农田水利分不开

的, 在广大的农业地区尤其如此。但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上人们往往把二者分裂开来。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 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互相促进, 乃至形成新的学科是

不可避免的。对农业来说, 把水、土、作物三类学科有关部分紧密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统一体

来研究, 并将水土工程技术和农业技术措施紧密结合, 共同建立良好的农业水土环境, 才能

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农业水土工程学科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逐步形成

的。该学科体系概括了农田灌溉、农田排水、水土保持、水资源农业利用、农业水土环境、农业

水土工程建筑、农业水土工程现代化等多个方面。可以看出, 农业水土工程以农田水利为骨

干, 同时又突破了后者的疆域, 吸收了新的内容, 形成了新的学科体系。

2　农业水土工程教育

　　我国农业水土工程教育是在农田水利工程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 30 年代初李仪

祉先生倡导现代农田水利工程, 并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建立水利组 (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农业

水利系, 现改为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起, 已经 60 多年了。长时间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实践, 为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积累了经验。1987 年西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

筑系成立了水土保持专业。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发展。

　　我国培养农田水利和农业水土工程高层次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 是从 40 年代初开始

的。1941 年在西北农学院设立了“农田水利研究部”, 开展科学研究并招收研究生。该研究部

先后招收了七届研究生, 在中断了 30 年以后, 于 1981 年成立了《农田灌溉》专业, 开始培养

8 　　　　　　　　　　　　　　　　　农业工程学报　　　　　　　　　　　　　　　　1996 年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硕士生。以后相继在全国四所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 也成立了同一专业。1986 年《农田灌

溉》博士点成立, 开始培养博士生。专业名称于 1990 年改为《农业水土资源利用》, 1992 年改

为《农业水土工程》。1991 年农业部主持召开的全国农科类研究生培养方案会议上, 制定了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为我国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明确了方向。

1993 年农业部设立了农业水土工程重点学科。同年还批准成立了西北农业大学农业水土工

程研究所。1996 年经评审后农业部又将该校农业水土工程实验室列为部重点开放实验室。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教育在其他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 也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

3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发展预测

　　本学科到 2010 年预计将达到成熟阶段。现有的初步学科体系, 经过不断调整和充实, 将

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学科体系, 并全面实现本学科所设想的内涵。即在大多数学科点上都基

本具有如下的内容: 农田灌溉、农田排水、水资源农业利用、水土保持工程、农业水土环境工

程、农业水土工程建筑、农业水土工程现代化等内容。其中农业水土环境工程、农业水资源高

效利用与农业节水技术、农业水土工程现代化三个方面将可能成为重点发展方向。土壤—植

物—大气连续体水分传输问题的研究, 在深度和广度上将有新的突破。

　　在水—土—作物—环境关系的最优调控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 将建立水、肥、环境综合

生产函数和通用作物水土管理模式, 建立降水 (灌溉水)—作物水—光合作用—经济产量转

化效率的计算模型以及水—土—植物—环境关系最优协调的理论和方法。

　　农田物质 (水、沙、盐、农业化学物质)的迁移规律及其数值模拟与预测将有一定突破。为

节水农业、盐碱地改良、水土保持和农业水土环境保护等工作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在逆境对作物生长和产量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和农业水旱灾害及防治对策方面, 将会

建立逆境 (旱、渍涝、盐碱化) 对作物影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农业水旱灾害的预测精度可

能提高 10 % 左右, 对农业抗旱防洪决策将提供新的依据。

　　高新技术在农业水土管理中的应用也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在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学科内容不断充实的同时, 学科点的建设将逐渐向全国辐射, 并

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我国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在农业水土教育方面, 目前仅限于培养本学科

专业高级人才, 即硕士和博士, 还缺乏培养大学本科生 (学士)的专业。随着教学改革的进展,

拓宽专业知识面以适应生产和教育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预计在本世纪末, 将会在几个高等

学校建立农业水土工程本科专业。此后, 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出现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和现有农

田水利工程专业和水土保持工程专业并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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