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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评价区域不同时空尺度作物生产耗水量及耗水效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布规律，以黄河流域典型年为

例，基于作物水分生产力模型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考虑不同供水和灌溉方式，在 ５′空间尺度对流域内小麦生产水足迹进行了

量化与评价。结果表明：流域小麦水足迹总量和单位生产水足迹年均值分别为 ２１９×１０１０ｍ３和 １２２ｍ３／ｋｇ，蓝水

足迹占 ６５％，单位生产水足迹呈现上游向下游递减的趋势。传统地面灌农田小麦生产蓝、绿水足迹量分别为流域

总量的 ９２％和 ５０％。流域灌溉条件下小麦生产水足迹（１４０ｍ３／ｋｇ）高于雨养条件（１１２ｍ３／ｋｇ）；灌溉方式对小麦

生产水足迹影响显著，其中微灌仅为１６７ｍ３／ｋｇ，喷灌条件下高达２０７ｍ３／ｋｇ。供水与灌溉方式对区域农作物生产

水足迹的影响不可忽略，考虑不同供水与灌溉方式的作物生产水足迹量化与评价将成为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重

要基础。研究结果可为不同时空尺度农作物水足迹核算和区域农业节水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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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时空分布不均、用水效率

时空差异大是我国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管理的重

要瓶颈
［１－３］

。作物生产耗水的时空变异性取决于作

物、气象、土壤等自然因素以及种植类型、灌溉技术

等人为因素
［４］
。量化区域不同时空尺度作物生产

耗水量及耗水效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分布规律是农业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需水管理的核心内容。

为全面度量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荷兰学

者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５］提出水足迹（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ＷＦ）
概念。作物生产水足迹，指一定时间、一定地理范围

内作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水资源消耗量和污染量，

可分为蓝水足迹、绿水足迹与灰水足迹
［６］
。蓝水足

迹指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水）的消耗，绿水足迹指

降雨的消耗
［７］
。与传统作物用水评价指标作物水

分生产力相比，作物生产水足迹区分考虑作物生长

阶段对广义水资源（蓝水与绿水）消耗强度，为水资

源管理提供了新视角
［８－９］

。以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等［１０］
建

立的水足迹标准计算方法框架为基础，国际上通过

将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与作物水分模型、水文
统计数据相结合，已经实现栅格尺度高空间分辨率

的作物生产水足迹量化。ＣＨＵＫＡＬＬＡ等［１１］
基于国

际粮农组织（ＦＡＯ）作物水分生产力模型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
针对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与英国特定区域内不同

灌溉方式下小麦、玉米与马铃薯生产水足迹进行了

评价，发现当灌溉方式从传统地面灌转为滴灌时，作

物蓝水足迹与绿水足迹之和平均减少 ８％ ～１０％，
灌溉方式差异显著影响区域作物生产水足迹强度和

时空分布。近年来，诸多学者对我国作物生产水足

迹进行了研究。ＬＩＵ等［１２］
的研究指出处于干旱半

干旱地区的黄河流域是全球作物生产水足迹中蓝水

占比最高的流域之一。ＣＡＯ等［１３］
通过引入输配过

程的水损失，同时区分雨养和灌溉两种供水方式，对

我国小麦生产水足迹进行了核算，揭示了其时空变

异性。然而，对于灌溉这一人工主导过程，已有研究

常假设灌溉水等于净灌溉需水量，尚未考虑不同灌

溉方式对作物生产水足迹的影响。

黄河流域３／４的面积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流
域水资源量仅占全国 ２％，却承担着全国 １３％的粮

食生产任务，是我国农业生产与灌溉用水矛盾最为

突出的流域。本研究利用 ＦＡＯ作物水分生产力模
型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在５′×５′（约为７４ｋｍ×９３ｋｍ）栅格
尺度作物生产水足迹计算框架内引入灌溉方式模

块，对黄河流域种植最广的粮食作物小麦
［１４－１６］

的生

产水足迹进行量化与评价，分析小麦生产水足迹空

间分布规律，明晰不同供水方式（灌溉和雨养）和灌

溉方式（传统地面灌、喷灌和微灌）对作物生产水足

迹核算的影响，以期为农作物水足迹量化及在农业

节水中应用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模型［１７－１９］
的栅格尺度作

物生产水足迹计算方法框架
［２０］
，通过引入灌溉方式

模块，对不同降雨典型年黄河流域不同供水方式和

灌溉方式下小麦生产水足迹进行量化。黄河流域被

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３个片区，如图１所示，上游
区域从源头到内蒙古自治区河口镇，河口镇到河南

省郑州市桃花峪为中游部分，自桃花峪至渤海为流

域下游
［２１］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是由 ＦＡＯ开发的作物水分生

产力模型，该模型在精度、模型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

寻求平衡，同时实现对作物不同灌溉方式、播种日期

和气候变化条件下产量的模拟
［１８］
，已被广泛应用于

作物耗水量及耗水类型的模拟与评价
［２２－２４］

。

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１１１　作物生产水足迹量化

单位产量作物生产蓝水足迹和绿水足迹，分别

由单位产量作物生育期腾发量（ＥＴ）中蓝水量和绿
水量表示

［１０］
。作物生长期日步长 ＥＴ以及作物单产

Ｙ（ｋｇ／ｈｍ２）由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模型模拟得出，对产量模拟
值进行栅格所在省域单产统计值校核。ＡｑｕａＣｒ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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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追踪根区水分流入量和流出量来模拟土壤水分

动态平衡，为

Ｓｔ＝Ｓｔ－１＋Ｐｔ＋Ｉｔ＋Ｃｔ－ＥＴｔ－Ｒｔ－Ｄｔ （１）
式中　Ｓｔ———作物生长期第ｔ天末土壤含水量，ｍｍ

Ｐｔ———第 ｔ天的降雨量，ｍｍ
Ｉｔ———第 ｔ天的灌溉水量，ｍｍ
Ｃｔ———第 ｔ天的地下水毛细上升量，ｍｍ
ＥＴｔ———第 ｔ天的作物腾发量，ｍｍ
Ｒｔ———第 ｔ天由降雨及灌溉产生的地表径流

量，ｍｍ
Ｄｔ———第 ｔ天土壤的深层渗漏量，ｍｍ

依据 ＺＨＵＯ等［２５］
和 ＣＨＵＫＡＬＬＡ等［１１］

基 于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模型提出的作物根区土壤水分平衡关系：
作物生长期初始土壤水设为绿水，生育期内灌溉与

降雨分别是蓝水足迹与绿水足迹来源，追踪逐日灌

水量与降雨量对土壤水分平衡各要素的贡献比例，

分别得到相应蓝、绿水腾发量 ＥＴｂｔ与 ＥＴｇｔ，进而得到
作物生产蓝、绿水足迹

Ｓｂｔ＝Ｓｂｔ－１＋（Ｐｔ＋Ｉｔ－Ｒｔ）
Ｉｔ

Ｐｔ＋Ｉｔ
－（Ｄｔ＋ＥＴｔ）

Ｓｂｔ－１
Ｓｔ－１
（２）

Ｓｇｔ＝Ｓｇｔ－１＋（Ｐｔ＋Ｉｔ－Ｒｔ）
Ｐｔ
Ｐｔ＋Ｉｔ

－

（Ｄｔ＋ＥＴｔ）
Ｓｇｔ－１
Ｓｔ－１

（３）

式中　Ｓｂｔ、Ｓｇｔ———每日土壤中蓝水量和绿水量，ｍｍ
作物生长期土壤水分要素中，每日地表径流中

蓝水与绿水的构成由当日灌溉与降雨的比例所决

定；每日 ＥＴ与土壤水深层渗漏中蓝、绿水的占比等
于前一日结束时土壤水中蓝、绿水所占比例。

１１２　灌溉方式模块
基于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模型的栅格尺度作物生产水足

迹计算方法框架，以表层土壤湿润率（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ｅｔｔｅｄ，％）为表征参数，分别创建针对传统
地面灌（表层土壤湿润率为 ８０％）、喷灌（１００％）和
微灌（４０％）３种灌溉方式的标准化输入文件；基于
栅格所在省级行政区灌溉方式应用比例，量化不同

灌溉方式实施分布权重系数，得到相应灌溉方式下

田间小麦生产蓝、绿水足迹

ＷＦｂ＝
∑
３

ｉ＝
(

１
１０∑

ｇｐ

ｔ＝１
ＥＴｂ，ｉｔｗ )ｉ

∑
３

ｉ＝１
（Ｙｉｗｉ）

（４）

ＷＦｇ＝
∑
３

ｉ＝
(

１
１０∑

ｇｐ

ｔ＝１
ＥＴｇ，ｉｔｗ )ｉ

∑
３

ｉ＝１
（Ｙｉｗｉ）

（５）

式中　ＷＦｂ、ＷＦｇ———田间灌溉作物生产蓝水足迹与

绿水足迹，ｍ３／ｋｇ
ｉ———灌溉方式，ｉ为 １、２、３依次代表传统地

面灌、微灌和喷灌

ＥＴｂ，ｉｔ、ＥＴｇ，ｉｔ———实施灌溉方式 ｉ条件下作物
生长期第 ｔ天蓝水和绿水蒸
发蒸腾量，ｍｍ

Ｙｉ———灌溉方式 ｉ下的作物单产，ｋｇ／ｈｍ
２

ｗｉ———灌溉方式 ｉ在空间单元的应用面积比
例，％

ｇｐ———作物生育期时间，ｄ
每一栅格中各灌溉方式施用面积所占份额与其

所在省份各灌溉方式下灌溉面积占全省有效灌溉面

积的比例一致。

１２　数据来源

选取 ２００５年（枯水年）、２００９年（丰水年）和
２０１３年（平水年）为黄河流域小麦水足迹的分析年。
黄河流域小麦有效灌溉面积和各灌溉方式灌溉面积

等农业生产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

鉴》
［２６］
；流域各省区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数据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数据库
［１６］
；月平均降雨

量、日平均最高温度和日平均最低温度等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
模型所需气象数据源于 ＣＲＵ ＴＳ３１０数据库［２７］

；

大气 ＣＯ２浓度数据源于美国夏威夷冒纳罗亚观测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ｓｒｌ．ｎｏａａ．ｇｏｖ／）；黄河流域土壤类型
和含水量数据分别来自 ＩＳＲＩＣ土壤地形数据库［２８］

，

小麦生育期关键作物参数见表 １；黄河流域上、中、
下游３个片区降雨典型年不同灌溉方式下小麦的播
种面积见表２。

表 １　小麦生育期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ｒｏ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ｗｈｅａｔ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作物 播种日期
生育期／ｄ

前期 发育期 中期 后期

收获指数／

％

最大根深／ｍ

雨养 灌溉

冬小麦 １０月１５日 ３０ １４０ ４０ ３０ ４０ １８ １５

春小麦 ３月１５日 ２０ ２５ ６０ ３０ ３９ １５ １０

　　注：作物播种日期来自文献［２９］；收获指数来自文献［３０－３１］；作物生育期分段方法和最大根深依据国际粮农组织 ＦＡＯ５６号文件［３２］及

文献［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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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黄河流域小麦播种面积及各灌溉方式面积分布

Ｔａｂ．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ａｒｅａｏｆ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年份 片区 播种面积／ｈｍ２ 灌溉占比／％ 传统地面灌面积／ｈｍ２ 微灌面积／ｈｍ２ 喷灌面积／ｈｍ２

上游 ８３５７０×１０５ ７１ ５４３５０×１０５ ７２ ４４９×１０４

２００５（枯水年） 中游 ２４８１５×１０６ ６２ １４１４８×１０６ ２０５ ９０９×１０４

下游 １０６９６×１０６ ８１ ８３６００×１０５ ５０ ２４９×１０４

上游 ８１７３０×１０５ ７２ ５３２５０×１０５ ７８ ４８７×１０４

２００９（丰水年） 中游 ２４４２９×１０６ ６２ １４１２９×１０６ ２１２ ８０３×１０４

下游 １１４６７×１０６ ８０ ８８３３０×１０５ ５９ ２４９×１０４

上游 ７２７４０×１０５ ７４ ４４３９０×１０５ ４７８ ４３３×１０４

２０１３（平水年） 中游 ２３１３０×１０６ ６２ １３５６８×１０６ ３００ ４４８×１０４

下游 １１８０１×１０６ ７７ ８６６００×１０５ １１１ ２６４×１０４

上游 ７９３５０×１０５ ７２ ５０６６０×１０５ ２０９ ４５６×１０４

典型年平均 中游 ２４１２５×１０６ ６２ １３９４８×１０６ ２３９ ７２０×１０４

下游 １１３２１×１０６ ７９ ８６１８０×１０５ ７３ ２５４×１０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总水足迹构成
图 ２为典型年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总水足迹构

成。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总水足迹年均值为 ２１９×
１０１０ｍ３，各典型年间不同灌溉方式的贡献比例基本
保持稳定。传统地面灌的蓝水和绿水足迹在全流域

小麦生产总水足迹中都占较大比例，分别为 ９２％和
５０％。而微灌在蓝水和绿水中的贡献比例仅分别为
２％和１％。表 ３列出了黄河流域典型年各片区小
麦生产总水足迹。各片区间，中游小麦生产总水足

迹要远高于上游和下游。中游小麦生产总水足迹的

年均值为１１６×１０１０ｍ３，占流域总量的５３％（表３）。

图 ２　典型年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总水足迹构成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ｙｐ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表 ３　黄河流域典型年各片区小麦生产总水足迹

Ｔａｂ．３　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ｈｅｓ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ｍ３

年份 片区
传统地面灌 微灌 喷灌 雨养

总蓝水足迹 总绿水足迹 总蓝水足迹 总绿水足迹 总蓝水足迹 总绿水足迹 总绿水足迹

上游 ２３６×１０９ ８３３×１０８ ２８０×１０７ ９００×１０６ ２２９×１０８ ７３０×１０７ ７９７×１０８

２００５（枯水年） 中游 ５３２×１０９ ２８５×１０９ ７５０×１０７ ３６０×１０７ ３８５×１０８ １７３×１０８ ３５７×１０９

下游 ３６７×１０９ １６３×１０９ ２１×１０７ ８００×１０６ １１５×１０８ ４８０×１０７ ７３９×１０８

上游 ２１８×１０９ ８７６×１０８ ２６０×１０７ １１０×１０７ ２３７×１０８ ８６０×１０７ ７８０×１０８

２００９（丰水年） 中游 ４３２×１０９ ２９９×１０９ ６１０×１０７ ４２０×１０７ ２７２×１０８ １６８×１０８ ３５５×１０９

下游 ３２７×１０９ １８８×１０９ ２００×１０７ １１０×１０７ ９７０×１０７ ５３０×１０７ ８３５×１０８

上游 １６８×１０９ ７４４×１０８ １８３×１０８ ７３０×１０７ １９５×１０８ ７８０×１０７ ６４１×１０８

２０１３（平水年） 中游 ４３１×１０９ ２８３×１０９ ８００×１０７ ５８０×１０７ １５７×１０８ ９２０×１０７ ３４２×１０９

下游 ３５２×１０９ １８２×１０９ ４３０×１０７ ２１０×１０７ １１４×１０８ ５５０×１０７ ９３９×１０８

上游 ２０７×１０９ ８１８×１０８ ７９０×１０７ ３１０×１０７ ２２０×１０８ ７９０×１０７ ７３９×１０８

典型年平均 中游 ４６５×１０９ ２８９×１０９ ７２０×１０７ ４６０×１０７ ２７１×１０８ １４５×１０８ ３１５×１０９

下游 ３４９×１０９ １７８×１０９ ２８０×１０７ １３０×１０７ １０９×１０８ ５２０×１０７ ８３８×１０８

　　小麦生产总水足迹在灌溉方式间及各片区
间所表现出的差异主要归因于小麦播种面积的

空间分布，即中游播种面积最大，占到总播种面

积的 ５６％，小麦生产总水足迹最高。排除各片

区小麦种植面积的作用，以节水灌溉面积（微

灌）占作物灌溉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析，上游分别

为中游和下游的 ２倍和４倍，节水灌溉工程在偏
干旱的上游地区发展现状要优于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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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播种面积条件下，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越

高，小麦生产总水足迹越低。就整个流域灌溉

农业的发展而言，通过推广节水灌溉提高区域

农业用水效率和降低作物生产水足迹总量仍具

有较大潜力。

２２　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水足迹空间分布
图３为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水足迹空间分布状况。

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水足迹年均值为１２２ｍ３／ｋｇ，其中
蓝水占６５％。不同降雨典型年间，枯水年小麦生产
水足迹最大（１３６ｍ３／ｋｇ），丰水年（１１９ｍ３／ｋｇ）和
平水年（１１２ｍ３／ｋｇ）较小。图 ３显示，流域小麦生

产水足迹在不同典型年空间差异明显，整体呈现从

上游向下游递减趋势，上游、中游及下游小麦生产水

足迹的年均值分别为１６６、１２８、０９６ｍ３／ｋｇ。小麦
生产水足迹空间差异主要原因为：内蒙古、宁夏和甘

肃等地降雨少蒸散量大，导致这些地区小麦单产水

平过低，故水足迹较大；青海等地多种植春小麦，生

育期短耗水量较少，因而水足迹偏小；下游河南和山

东等地小麦生产水足迹较小的原因是单产水平较

高。流域小麦生产水足迹强度差异主要体现在上中

游地区，这是由不同典型年降雨量在这一区域变化

显著所造成的。

图 ３　黄河流域小麦生产水足迹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图 ４　黄河流域小麦生产蓝水足迹占比分布

Ｆｉｇ．４　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ｕｅ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ｔｏｔａｌｆｏｒ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图４为黄河流域小麦生产蓝水足迹占比分布
图。由图４可知，全流域小麦生产蓝水足迹占比处
于较高水平。流域内蓝水足迹比重较大地区集中在

上游宁蒙平原灌区，达 ７０％以上；其次是中游的伊
洛沁河和汾渭盆地灌区；下游的黄淮海引黄灌区，蓝

水足迹占比亦维持在 ６０％以上。不同降雨典型年
间，各分片区蓝水足迹占比随降雨差异产生波动。

枯水年（图４ａ）全流域表现出高生产水足迹、高蓝水

足迹占比的特点。丰水年（图４ｂ）充沛降雨条件下，
流域中游地区蓝水足迹占比最低。平水年（图 ４ｃ）
黄河及其主要支流（渭河、汾河、伊洛河等）沿岸蓝

水足迹占比偏高。全流域普遍偏高的蓝水足迹，一

方面是因为上中游地区降雨较少故需实施大规模灌

溉，另一方面是下游较高的土壤蒸发量也要求该地

区要有足够的灌溉保证率，这同 ＬＩＵ等［１２］
得出的黄

河流域是全球作物蓝水足迹比重最高的流域之一的

８６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研究结果一致。

２３　不同灌溉方式下的小麦生产水足迹

图５和表４分别为典型年黄河流域及其各片区
不同供水方式和灌溉方式下小麦生产水足迹分布。

对比不同供水方式和灌溉方式下小麦生产水足迹发

现，传统地面灌最低，为 １２０ｍ３／ｋｇ，微灌和喷灌小
麦生产水足迹差异较小，分别为 １４０、１５０ｍ３／ｋｇ。
流域灌溉农田小麦生产水足迹（１４０ｍ３／ｋｇ）均值高
于雨养农田（１１２ｍ３／ｋｇ）。片区间不同供水方式和
灌溉方式间小麦生产水足迹也呈现差异，以节水灌

溉面积占比最大的上游为例，微灌小麦生产水足迹最

低，为１６７ｍ３／ｋｇ，蓝水足迹占比７１８％；传统地面灌
为１７６ｍ３／ｋｇ和７１７％，喷灌为２０７ｍ３／ｋｇ和７３６％。

全流域与各片区间小麦生产水足迹产生差异的

主要原因在于流域上中游地区传统地面灌面积占流

域总播种面积的６８％，且流域内超过８６％的微灌种
植聚集于此，在上游地区单产（３２ｔ／ｈｍ２）水平显著
　　

低于流域平均水平（４２ｔ／ｈｍ２）的前提下，导致全流
域水足迹加权结果向下游播种面积更广的传统地面

灌种植倾斜。这说明在同一空间尺度，微灌与传统

地面灌和喷灌相比，用水效率更高，降低作物生产水

足迹的效果更明显。

图 ５　黄河流域降雨典型年不同供水方式和灌溉

方式下小麦生产水足迹

Ｆｉｇ．５　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ｓ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表 ４　黄河流域降雨典型年不同供水方式和灌溉方式片区尺度平均小麦生产水足迹

Ｔａｂ．４　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年份 片区

传统地面灌 微灌 喷灌 雨养

水足迹／

（ｍ３·ｋｇ－１）

蓝水足迹

占比／％

单产／

（ｔ·ｈｍ－２）

水足迹／

（ｍ３·ｋｇ－１）

蓝水足迹

占比／％

单产／

（ｔ·ｈｍ－２）

水足迹／

（ｍ３·ｋｇ－１）

蓝水足迹

占比／％

单产／

（ｔ·ｈｍ－２）

水足迹／

（ｍ３·ｋｇ－１）

单产／

（ｔ·ｈｍ－２）

上游 １８７ ７３９ ３１５ １６９ ７５２ ３１３ ２１６ ７５８ ３１１ １３０ ２５６

２００５（枯水年） 中游 １４５ ６５１ ３９８ １６９ ６７２ ３１９ １７９ ６９０ ３４２ １３６ ２７６

下游 １０８ ６９２ ５８８ １０５ ７１７ ５５６ １１２ ７０３ ５８７ １０５ ３４６

上游 １７３ ７１３ ３３２ １５２ ６９９ ３１３ ２０５ ７３３ ３２３ １２９ ２６４

２００９（丰水年） 中游 １２７ ５９０ ４０８ １５４ ５９０ ３１８ １５６ ６１７ ３５０ １２０ ３１９

下游 ０９４ ６３５ ６２３ ０９３ ６４４ ５８４ ０９７ ６４７ ６２１ ０８８ ４０７

上游 １６８ ６９３ ３２６ １７０ ７１６ ３１６ １９８ ７１４ ３１８ １１９ ２８０

２０１３（平水年） 中游 １１８ ６０４ ４４７ １２９ ５７９ ３５６ １３２ ６２９ ４２２ １１３ ３４４

下游 ０９１ ６５９ ６８１ ０９０ ６７７ ６４３ ０９５ ６７３ ６７９ ０９１ ３７５

上游 １７６ ７１７ ３２４ １６７ ７１８ ３１５ ２０７ ７３６ ３１７ １２６ ２６６

典型年平均 中游 １３０ ６１７ ４１７ １４７ ６１２ ３３５ １６０ ６５２ ３６２ １２２ ３１２

下游 ０９７ ６６３ ６３１ ０９４ ６７７ ６０７ １０１ ６７５ ６３０ ０９３ ３７７

　　将作物腾发量进一步分为无效蓝绿水蒸发与有
效蓝绿水蒸腾。图６为不同供水方式和灌溉方式下
小麦腾发量组成。由图 ６可知，不同供水方式下小
麦生育期耗水量和耗水类型存在明显区别。微灌方

式下于生育期总腾发量最低，年均值为 ５１９ｍｍ；传
统地面灌和喷灌方式下偏高，分别为 ５６０、５７６ｍｍ；
雨养模式下的绿水腾发量为 ４１５ｍｍ。不同供水方
式及灌溉方式下有效蓝绿水蒸腾量均大于无效蓝绿

水蒸发量，其中微灌方式下有效蒸腾量占到作物总

耗水的９１％，在传统地面灌、喷灌和雨养中分别为
８４％、８０％和 ８５％。至于机会成本更高的蓝水，特
别是蓝水无效蒸发量，喷灌最大，为 ５１ｍｍ；其次是
传统地面灌的 ４２ｍｍ；最低为微灌的 ２２ｍｍ。此外，
灌溉方式间蓝水无效蒸发量相对大小不随年降雨量

图 ６　不同供水方式和灌溉方式下小麦腾发量组成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ｈ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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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主要取决于不同灌溉方式下土壤表层湿润

率的差异。

不同灌溉方式下小麦生产水足迹量化结果表

明，喷灌小麦生育期腾发量和生产水足迹最大。传

统意义上的节水灌溉是从用水角度出发，通过提升

灌溉效率减少输水损失来降低用水需求
［３４］
。而作

物生产水足迹是从耗水角度展开，衡量作物生长的

实际耗水，未考虑因深层渗漏而造成的回归水

量
［１０］
，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也被 ＧＲＡＦＴＯＮ等［３５］

提出

的“节水灌溉悖论”所证实：喷灌同传统地面灌相

比，用水量虽然减少，但土壤表层湿润率更大，去除

回归水量影响后，喷灌耗水更多。这同 ＣＨＵＫＡＬＬＡ
等

［１１］
针对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主要作物

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流域灌溉小麦生产水足迹

高于雨养，因为同等环境下，雨养小麦生育期耗水量

比灌溉小麦平均低 ２５％，单位产量比灌溉小麦低

２２％。

３　结束语

以黄河流域典型年小麦生产水足迹量化与评价

为研究案例，揭示大区域尺度不同供水方式与灌溉

方式对作物生产水足迹的影响不可忽略。流域小麦

生产水足迹年均值为 １２２ｍ３／ｋｇ，蓝水足迹占
６５％，呈现出从上游向下游递减趋势；黄河流域灌溉
小麦生产水足迹普遍大于雨养；不同灌水方式下，以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最大的上游为例，微灌小麦生产

水足迹最低，为１６７ｍ３／ｋｇ，蓝水足迹占比７１８％；传
统地面灌为１７６ｍ３／ｋｇ和７１７％，喷灌为２０７ｍ３／ｋｇ
和７３６％。流域中游地区作为小麦主要种植区域，
小麦生产总水足迹占全流域 ５３％以上；传统地面灌
在流域小麦生产总蓝水足迹及总绿水足迹中都占较

大比例，分别为９２％和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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