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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湖 北 省 副 省 长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

在全省深入贯彻党的 “十六大”精神，全面推进建设小康
社会进程之际，由湖北省政府领导策划的 《湖北抗旱指导手
册》（以下简称 《手册》）正式出版了。这充分体现了省委、省
政府对抗旱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实
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规范新形势下的抗旱减灾工作所
作的一件实事。

湖北省素称 “洪水走廊”、 “千湖之省”，洪涝灾害十分严
重，对于这一特殊省情，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也要清
醒地认识到荆楚大地同样存在缺水之忧。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连
续两年的大旱再次警示，干旱呈加重发展之势。首先在地域
上，由鄂北、鄂西北等易旱地区向鄂中、鄂东、鄂南以及沿江
滨湖地区扩展，由农村向城市蔓延，造成全省性的干旱局面，
两年全省受旱的县市分别达到９６个和９８个，占县市总数的

９６％和９８％。其次在季节上，由单一伏旱为主的干旱向两季、
三季连旱发展，呈现长时间干旱的格局，两年中绝大部分地方
均为春、夏、秋三季连旱。再其次在危害上，由主要影响作物
生长、农村生活用水，发展到直接影响城镇、工业、林业、畜
牧业、养殖业以及教育等多个领域，干旱的年直接经济损失由
以往的数十亿元增加到一百多亿元。事实充分说明，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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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水危机和愈演愈烈的旱灾，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科学分析形势，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探求新时期抗旱
工作的新思路、新对策，努力开创新局面，以确保城乡安全
供水。

１９９８年大水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总结抗洪斗争的
经验，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由省政府领导策划，编撰了 《湖
北长江防汛》一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北防汛理论，并在指
导抗御１９９９年大水和２００２年长江历史罕见秋汛的斗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连续两年大旱之后，组织十
几位有关专家和水利工作者，历时一年多的时间，认真总结抗
旱斗争的经验，并升华到理论，编辑出版 《手册》，使之成为
姊妹篇，十分必要。解决干旱缺水危机，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理念，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为基础，实行以水定供，
科学调度，节约用水，全面建立节水型社会。要继续贯彻 “全
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水利工作方针，
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在组织实施中，要从宏观
着眼，微观入手，做好水资源统一管理、开发、利用、保护这
篇大文章，因地制宜编制抗旱预案，具体提出抗旱减灾的有效
措施，从而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这本 《手册》重在探讨解决新时期干旱缺水问题的新途
径，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既有知识性，更有实用性。它在综
合分析湖北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人平水资源量少等自然因素
和有关人类活动影响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湖北干旱的成因及
其危害。通过回顾历史，简要阐述了湖北省水利灌溉事业的兴
起、发展以及旱地农业技术的运用。同时，从湖北的实际出
发，围绕由被动抗旱转为主动抗旱，明确提出了各类水利工程
调度的目的、原则、权限以及跨区域调水的基本要求，并重点



介绍了打坝拦水、架机提水、地下挖水、组织运水、人工降
水、节水保水等抗旱应急办法的应用。特别是在编制抗旱预案
的问题上，论述了编制的重要意义，明确了编制原则、主要内
容、编制方法、操作程序，还介绍了编制实例。此外，根据多
年抗旱工作的经验，对加强抗旱的组织领导，强化领导责任、
部门责任、严肃纪律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总之，《手册》
源于实践，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指导实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对湖北省抗旱减灾的全面科学总结，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可以预见它的社会价值将超过其自身的价值。

党的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我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机遇和挑战并存。与之相适应，必
须努力减轻或避免干旱灾害损失。因此，经济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市场竞争的激烈，对抗旱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做好抗旱工作是实践 “三个代表”的具体行动。就湖北省来
讲，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以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为指导，继续做好抗旱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防大旱
减大灾的条件。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认真学
习，开卷有益，熟练掌握抗旱的一些基本知识，牢固树立抗旱
的警醒意识和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切实担当起抗旱责任，结
合本地实际，深入思考，努力提高指导抗旱的决策水平，努力
提高指挥抗旱的实战能力，真正做到科学决策，精心组织，分
类指导，优化配置水资源，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抗旱减灾的效
益，更好地实践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
重托，为确保城乡安全供水，实现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重点探讨了解决新时期干旱缺水问题的新途径。从湖
北省的实际出发，在综合分析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人平水资源
量少等自然因素和有关人类活动影响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干
旱的成因及其危害，同时，围绕由被动抗旱转为主动抗旱，明
确提出了各类水利工程调度的目的、原则、权限以及跨区域调
水的基本要求，并重点介绍了打坝拦水、架机提水、地下挖
水、组织运水、人工降水、节水保水等抗旱应急办法。特别是
在编制抗旱预案的问题上，论述了编制的重要意义，明确了编
制原则、主要内容、编制方法、操作程序，还介绍了编制实
例。

本书源于实践，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指导实践，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湖北省抗旱减灾的全面科学总结和具体操作
指南。

本书内容充实，结构清晰，文字通俗，简明实用，具有极
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可作为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管理人员抗旱工作的
指导手册，也适合广大相关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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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湖北省旱灾概况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称 “湖北”。又因清
代湖北省会武昌是隋唐以后古“鄂州”的治所，故也简称“鄂”。

湖北省自然面积 18. 59 万平方千米，其中，海拔在 400 米
以上的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自然面积的 56%，400 米以下、50
米以上的丘陵面积占 24%，50 米以下的平原湖区面积占 20%。

境内地势起伏较大，地貌复杂，总体上是西高东低，西、
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约成一个形似马蹄的不完整盆
地。长江从四川巫山入境，自西向东，从江西、安徽出境，在
湖北境内流程为 1 061 千米; 汉江自陕西白河入境，自西北向
东南，在武汉市汇入长江，境内流程 878 千米。在长江、汉江
交汇前的三角区域，形成一个约 3 万多平方千米的冲积平
原———江汉平原。境内长度在 5 千米以上的中、小河流有4 228
条，湖泊棋布，历史上有 “千湖之省”的称谓。

全省受太平洋、印度洋季风影响显著，冬干夏雨，冬冷夏
热，雨热同季，属典型亚热带季风区，每年因季风的强弱与进
退的不同，导致降水量变化极大。



由于独特的地势地貌特点和降水量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暴
雨集中时，洪涝夹击，而稍长时间无雨，则干旱接踵而至，形
成湖北水、旱灾害频繁而严重的形势。

多年来，湖北把防汛作为 “天大的事”来抓，研究较为充
分，但相对而言，对旱灾研究还不太系统，近年来，特别是
2000 年和 2001 年连续发生 2 年大旱，旱灾损失巨大。因此，
加强旱灾研究，增强防旱抗旱减灾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 一) 作物与干旱

1. 水在作物生长中的作用

水是作物生长的基本条件，又是调节土壤肥力的重要因
素。水在作物生长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水是作物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生长着的作
物都含有大量水分，一般农作物植株的含水率为 60% ～ 80%，
蔬菜和块根作物高达 90% ～ 95%以上。只有当作物细胞贮存较
多水分时，才会有旺盛的代谢作用。水能保持作物的固有形
态，使植株挺直、叶面伸展，以发挥正常的生理机能。如水分
亏缺，代谢作用减弱，作物就生长不了，严重时会使作物死亡。

其次，水是作物制造有机物质不可缺少的原料。作物生长
的过程，就是体内有机物不断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称为光合
作用，主要由叶片来完成。据测算，每生长 1 克有机物质，约
需消耗水分 500 克左右。

同时，水也是作物营养的良好溶剂和输送载体。作物体内
的一切代谢作用，都必须在水中进行。矿物盐溶于水中，才能
被作物根系吸收。作物体内的养分也只有借助水的作用，才能
进行溶解和输送到植物体内的各个部分。

水对作物生长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如对土壤空气及热状
况的影响。通过灌溉排水措施，可以以水调温，适应作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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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还可以以水调肥，促进养分分解和转化。水与作物的
关系，不仅表现在水量上，过多和缺少对作物生长都不利，而
且水的物理、化学性状，含有的物质成分和数量，也对作物生
长和发育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2. 作物的生长条件和需水规律
(1) 作物生长的气象条件
作物生长除与水、土壤有密切关系外，与气象条件也有很

大关系，气温高低、日照多少、无霜期长短等，对作物生长都
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几种作物萌发的适宜温度和全生育期有利
气象条件见表 1 － 1。

表 1 －1 几种作物萌发适宜温度、一生所需积温表 单位: ℃

作 物 春小麦 玉米 高粱 谷子

萌发适宜温度 4℃以上 12℃以上 12 ～ 13℃ 12℃以上

一生所需累积温度 1 600 1 900 2 000 1 800

作 物 大豆 棉花 土豆

萌发适宜温度 10 ～ 12℃ 12%以上 6 ～ 8℃

一生所需累积温度 2 400 3 000 1 200

(2) 作物需水规律
①影响作物需水量的因素
·作物种类品种。不同作物有不同需水特性，因此对蒸腾

会产生不同影响，一般生长期长、叶面面积大、生长快、根系
发达的作物，需水量较大，反之则较小。

·气象条件。包括光照、气温、湿度、风速、气压等。气
温高、日照强、空气干燥、风速大时，作物需水量大，反之，
需水量则小。

·土壤条件。土壤水分较多，作物蒸腾量就大，一般土壤
越湿，蒸发就越大。土壤质地和结构等对作物需水量都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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