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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力推广“微蓄微灌”技术， 

促进山地蔬菜产业转型升级 

胡美华 1 ，杨新琴 1，王高林 2，瞿云明 3，金昌林 1 

（1.浙江省农业厅农作物管理局  杭州 310020；2.浙江省临安市农技推广中心  临

安 313300；3.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蔬菜站  丽水 323000） 

【摘 要】介绍了浙江省在山地蔬菜上等作物上推广“微蓄微灌”技术的成效、应用典型和做法，应用该技术能

明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增加蔬菜产量品质，且省工节本增效，一年投入多年受益，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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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山地蔬菜是山区发展效益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门路。但山区菜地多数是靠天田，水利条件差，遇旱易灾，影响

产量与效益。近年来浙江省大力示范推广“微蓄微灌”技术，能使山区大量的“靠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致富田”，带动山区

发展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在促进蔬菜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成效明显，2009年面积达 140多万亩。 

1.持续高温干旱，“微蓄微灌”显威力 

2010 年 7 月下旬以来，浙江省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干旱，不少地方出现较重的旱情，影响蔬菜瓜果等农作物正常生产，尤

其是不少山地蔬菜基地因灌溉条件限制而灌（浇）不到水，四季豆、辣椒、番茄、黄瓜等蔬菜植株因干旱缺水已出现叶片卷曲，

顶部萎蔫，果实果荚无光泽，落花落荚落果严重，产量和品质下降，甚至发生植株萎蔫、凋萎死亡，提前落令。由于无台风带

来雨水降温，全省仍将维持高温伏旱天气，抗旱形势不容乐观。可喜的是，临安市大峡谷镇桃花源高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菜农

一点也不担心抗旱问题，由于他们基地推广了抗旱节水的“微蓄微灌”技术，蔬菜产量和质量都有保证，而且由于近期高温干

旱蔬菜价格上涨明显，他们收入不但未受到干旱影响反而提高了效益，别人“干旱喊渴”他们照样“赚钱”。全省农业标准化大

讲堂《高山蔬菜微蓄微灌标准化技术》摄制组来到桃花溪高山蔬菜基地，该基地海拔 500米以上，面积近千亩。站在山岭顶上，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成片绿油油的蔬菜，小尖椒、茄子、四季豆等山地蔬菜应有尽有，长势良好，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自家种

植的蔬菜。基地通过蔬菜产业提升项目的实施，兴建了一批蓄水池，通过“微蓄微灌”设施的配套，为山地蔬菜的优质高产高

效打下了基础，当其他蔬菜基地正忍受高温干旱的煎熬，而这里的菜农只要一拧开滴灌阀门，种植的蔬菜就能不断地喝上“甘

泉”，基本没有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由于灌不上水，靠天田只能种些番薯杂粮，经济

效益低，管理也跟不上，2008年通过省蔬菜产业提升等相关项目的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地的生产能力一下子就上去了，

承包户们当年种植高山蔬菜当年就产生效益。”该村党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郑瑞云书记这样介绍。为此，该基地今年被遴选为全

省农业标准化大讲堂《高山蔬菜微蓄微灌标准化技术》外景的主要拍摄地，还引来了浙江电视台翠花牵线栏目、都市快报等多

家新闻媒体的关注，纷纷前来现场拍摄采风，临安市大峡谷镇、临安市农业局还将于 8月 16日在这里隆重举办首届“桃花溪高

山蔬菜采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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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项技术，带动一个山区蔬菜基地村的增收致富 

临安市高虹镇木公山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地蔬菜专业村，这里与其他地方并无两样，可当地村民有一项引以自豪的节水的

“微蓄微灌”技术。“就靠着这项技术，咱们这里的蔬菜从不缺水。水灵灵的山地蔬菜城里人人见人爱！”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高虹镇木公山人就靠种植山地蔬菜走上了致富路。但由于山地区域性、季节性、资源性缺水，山地蔬菜因旱欠收或绝收现象时

有发生，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生产效益也时好时差，水资源瓶颈严重制约了蔬菜产业经济发展。 

在上级农业部门引导扶持下，1996 年开始，该村广辟渠道筹集资金，积极参与开展了山地蔬菜“微蓄微灌”技术的应用实

践，取得明显成效，该项技术具有“省工节本、灌溉效果好、增产增效明显”等优点，且应用成本不高，一次投入多年受益，

一只 100m3 蓄水池一次能灌溉 50 亩菜地，投资成本按五年折旧计算，每年每亩投入成本约为 200 元，但可节约生产用工约 25

个、灌溉用水 100m3，合计每亩次可增收节支 500 元以上，投入产出比达 1：2.5 以上，因而被山地蔬菜种植户广泛应用。用上

“微蓄微灌”后，村民承包的旱地变宝地，蔬菜产量和品质都有提高，如四季豆豆荚光滑饱满、条直均匀、品质鲜嫩，商品性

佳。由于灌溉有保证，该村杜方权农户番茄种植面积从原来的 0.9 亩扩大到现在的 6 亩，栽培的山地番茄果形整齐、着色均匀

有光泽，年收入达 7 万元。该基地现已建成高山蔬菜示范基地 1000 余亩，蔬菜年生产总量 2500 吨，产值 500 余万元，优质蔬

菜畅销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 

3.推广“微蓄微灌”技术，发展低碳节水农业 

针对山区水利设施薄弱，灌溉条件差，干旱威胁大等突出问题，近年来全省推广应用山地“微蓄微灌”技术，取得了明显

成效。该技术通过在上方地势较高处建造蓄水池蓄水，利用地势落差获得输水压力形成自流灌溉。由“微型蓄水池”和“微灌”

组合成“微蓄微灌”，能把山区白白流失的细小水源蓄集起来，成为宝贵的可灌溉水资源，做到“小水大用”，而且不用耗电，

真正环保节能低碳。 

浙江省农业厅农作局于 2000年在临安市高山蔬菜基地示范“微蓄微灌”技术，取得初步成功，摸索出经验；2004年起加大

力度，召开全省“微蓄微灌”应用现场会，并因地制宜扶持建立一批“微蓄微灌”技术应用示范点，以点带面加快推广应用。

各地对该项技术的推广应用积极性很高，领导重视，技术干部积极出谋划策，群众实践，纷纷把山地“微蓄微灌”技术的推广

应用列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来抓，通过争取有关项目资金补助，县乡财政、村集体各投入一点，同时发动农民集资，上

下通力协作，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灵活发展，全省山地蔬菜“微蓄微灌”技术应用步伐明显加快。到 2006年，临安市“微

蓄微灌”技术在各类农业特色基地中应用规模达 5000余亩，多个乡镇农民自发集资兴建“微蓄微灌”设施，建成山地蔬菜、花

卉、山核桃、竹园等主导产业节水灌溉示范点，年节本增收 200 余万元。如临安市马啸乡浪广村的农民在尝到“微蓄微灌”凸

显成效、山地蔬菜大旱无灾的甜头后，自行集资，发展“微蓄微灌”500亩，各地纷纷前来参观取经；浦江县技术干部多次带领

群众到临安的“微蓄微灌”示范点考察学习，当年就上马建成两个重点示范片 300 亩的“微蓄微灌”示范工程；遂昌“微蓄微

灌”示范点在该县山地蔬菜主产区高坪、金竹等乡镇的 200 余亩大棚番茄基地上示范推广使用，旱灾之年显效益，通过示范推

广，与普通栽培方式产生鲜明的对比，已经引起周围种植农户的极大兴趣。未雨绸缪，全省山地蔬菜基地加大对“微蓄微灌”

技术的示范推广，2007年底应用面积已超万亩。 

4.蔬菜产业提升项目建设出成效，“微蓄微灌”技术应用再上新台阶 

2008年起全省实施蔬菜产业提升项目，中央现代农业发展资金和省县财政配套投入 2亿元，大大改善了现有田间基础设施，

提高抗灾减灾避灾能力，提升蔬菜生产物质装备、生产条件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生产能力，其中在山地蔬菜核心示范

基地主要建设“微蓄微灌”抗旱系统，全省累计新建高效节水微灌面积 2 万余亩，改变了山区遇旱易灾的被动局面，提高了水

资源利用率和灌溉质量，提升山地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保障蔬菜稳定供应，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蔬菜产业提升项目促进蔬菜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基地生产能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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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蔬菜产业提升项目核心基地之一的莲都区大港头镇小井村，是一个位于海拨 800 多米的山区番茄种植专业村，由于番茄

需水量大、且主要生产季节正值夏秋高温时期，种植番茄要“靠天吃饭”，一遇旱季，菜农们只能靠肩挑手提取水浇灌番茄，费

事费力。2009 年依托“莲都区蔬菜产业提升”项目，在国家财政拨款和蔬菜合作社社员自筹出工下，建成 230 亩的生态高效山

地番茄生产示范基地，建造了 5个蓄水池，铺设了 1.5万米输水管网和 15万米田间地面滴灌带，推广应用“微蓄微灌”高效节

水技术。“现在我们使用了微蓄微灌技术，遇上干旱天气，也不发愁了，我们只要一拧开关，它就能自动帮忙灌溉地里的番茄了，

番茄的产量和收入也提高了”。“微蓄微灌”技术应用能使土壤保持良好的墒情，有利于植株的生长，增强抗性，降低发病率，

番茄果形整齐、着色均匀有光泽，品质明显提高，亩产量比上年同期提高 15％以上，预计平均亩产量可达 6000kg以上，亩产值

超万元。“微蓄微灌”的水资源利用率在 90％以上，且能肥水同施，养分流失少，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每亩番茄年增收节支可

达 2000元以上。 

通过蔬菜产业提升等相关项目的建设，全省“微蓄微灌”技术应用水平再上新台阶，婺城、浦江、磐安、遂昌、景宁、龙

泉、庆元、江山、文成、泰顺等省内主要山地蔬菜县都建成一个以上高标准的山地蔬菜“微蓄微灌”示范工程，全省累计应用

面积超过 3 万亩，简易型蓄水池、山塘等应用面积更大，有力确保了蔬菜生产抗高温干旱。预计该项技术还将逐年扩大推广，

在提高蔬菜基地抗灾能力、增加山区农民增收等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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