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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3届执行理事会暨第7届亚洲区域会议在澳

大利亚成功举办 

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3 届执行理事会暨第 7 届亚洲区域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3 日至 29

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召开。我国组织了来自水利部农水司、国科司、水科院、灌排中

心和清华大学共 14 人的代表团参加。 

这次会议是高占义教授于去年 10 月成功

当选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后首次组织召开的国

际灌排委员会年会。来自 56 个国家的 500 多

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

及水与环境部部长 Tony Burke 先生在大会开

幕式上发表了电视讲话，南澳州州长 Hon Jay 

Weatherill 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国际灌

排委员会主席高占义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水-灌溉与粮食安全”的主旨报告。 

会上，28 个理事会成员一致同意国际灌排委员会向私人公司及组织和个人敞开大门。

这一具有建设性的举措将为今后国际灌排委员会注入一股新鲜而有活力的力量。同时，为

进一步促进各国灌溉工作的发展，大会决定 2013 年在土耳其举办三年一届的世界灌溉论

高占义主席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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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此次论坛旨在消除饥饿，加强各国灌溉建设，发展“绿色经济”，进一步实现联合国提出

的 “千年发展目标”。 

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3 届执行理事会通过了高占义教授当选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后提

出的对国际灌排委员会及其开展的活动进行改进的一揽子计划，包括： 

1、设立灌溉成就奖，奖励为推动世界灌排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2、评选具有历史意义的灌溉与排水工程和灌排世界之最，由各国家灌排委员会申报，

国际灌排委员会每年组织评选一次，对入选的工程颁发证书和奖牌。 

3、为最不发达国家灌排委员会参加国际灌排委员会的活动提供优惠政策，减免部分费

用；争取让没有加入国际灌排委员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灌排委员会； 

4、提高国际灌排委员会下设工作组的工作效率，减少会议期间各工作组的会议时间。 

 

二． 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秘书处举行揭牌仪式 

2012 年 7 月 30 日，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秘书处揭牌仪式在中国水科院举行，标志着

秘书处正式直接挂靠中国水科院。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

和平、水利部农水司司长王爱国、水利部国科司副司长刘志广，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

中国灌排发展中心主任李仰斌、中国水科院总工高占义、中国灌排发展中心副主任闫冠宇、

水利部国科司处长郝钊、水利部农水司副处长党平等参加了揭牌仪式。 

在揭牌仪式后，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主席王爱国司长主持召开了第九届中国国家灌排

委员会主席团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章程》，听取了高占义总工关于

在担任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情况介绍。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开展好中国

国家灌排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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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秘书处揭牌仪式 

三． IPTRID 中国培训中心正积极筹备“节水灌溉国际培训班” 

为加强中国在灌排领域的影响，分享中国农村水利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及成果，推动中

国农村水利领域的成果和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与应用，促进中国与各发展中国家

的合作与友谊，IPTRID 中国培训中心将于 9 月 20-27 日在中国举办“节水灌溉国际培训班”。

本次培训由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办，IPTRID 中国培训中心与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共同承办。 

届时，将邀请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和来自 10 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参加。为了达到更

好地培训效果，搭建良好的中外沟通平台，也将邀请 20 名来自国内不同灌区的技术人员参

加培训。培训内容分为国际灌溉形势、国内灌溉政策和技术支撑三个层次。本次培训班将

聘请有经验的专家编写培训材料，讲授课程。培训形式采用课堂教学和灌区考察相结合的

方式。 

 

四． 国家灌排委员会正积极加强相关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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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国际灌排委员会和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的联系、扩大灌排委员会在中国的影

响、提高对中国灌排事业的宣传力度，经过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秘书处与国际灌排委员会

的协商，决定设置国际灌排委员会中文网站。 

目前， 国际灌排委员会已设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网站。中文网页的制作和

内容的翻译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相信此举将有助于中国灌排事业的发展。同时，中

国国家灌排委员会网站也在积极改进当中，网站的形式与内容将更加丰富与活泼，更加贴

近相关领域的实际需求，为相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提供便利。 

 

五． 国际灌排委员会发布各国灌溉面积 

根据国际灌排委员会发布的 2011-12 年度报告，最新收集到的世界各国的灌溉总面积、

喷灌面积及微灌面积如下页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中国水科院 A座 1242 房间 

电话：68781193；传真：68781153；电子邮箱：cncid@iwhr.com 

 

mailto:cncid@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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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灌溉排水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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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百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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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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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公顷 

喷灌 

面积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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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喷微灌 

总面积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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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 

灌 溉 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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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年份 

1 美国 24.7 12,348,178 1,639,676 13,987,854 56.5 2009 24 罗马尼亚 1.5 448,000 4,000 452,000 30.1 2008 

2 印度 60.9 3,044,940 1,897,280 4,942,220 8.1 2010 25 斯洛文尼亚 0.313 310,000 2,650 312,650 99.9 2000 

3 中国* 60.3 3,025,333 2,115,333 5,140,666 8.5 2010 26 以色列 0 60,000 170,000 230,000 100 2,000 

4 乌兹别克斯坦 4.223 4,300,000 2,000 4,302,000 100 2012 27 摩洛哥 2 189,750 8,250 198,000 12 2,003 

5 巴西 4.45 2,413,008 327,866 2,740,874 61.6 2006 28 匈牙利 0 185,000 7,000 192,000 87 2,008 

6  俄罗斯 4.5 2,500,000 47,000 2,547,000 56.6 2012 29 摩尔多瓦 0 145,000 15,000 160,000 70 2,012 

7 乌克兰 2.18 2,450,000 52,000 2,502,000 100 2012 30 叙利亚 1 93,000 62,000 155,000 12 2,000 

8 西班牙 3.47 782,508 1,658,317 2,440,825 70.3 2011 31 英国 0 105,000 6,000 111,000 100 2,005 

9 意大利 2.67 981,163 570,568 1,551,731 58.1 2010 32 芬兰 0 60,000 10,000 70,000 100 2,010 

10 法国 2.9 1,379,800 103,300 1,483,100 51.1 2011 33 葡萄牙 1 40,000 25,000 65,000 10 1,999 

11 哈萨克斯坦 2.13 1,400,000 17,000 1,417,000 66.5 2012 34 马拉维 0 43,193 5,450 48,643 88 2,000 

12 南非 1.67 920,059 365,342 1,285,401 77 2012 35 智利 1 16,000 23,000 39,000 4 2,006 

13 沙特阿拉伯 1.62 716,000 198,000 914,000 56.4 2004 36 中华台北 0 18,850 8,750 27,600 7 2,009 

14 澳大利亚 2.38 690,200 214,200 904,400 38 2005 37 保加利亚 1 21,000 3,000 24,000 4 2,008 

15 伊朗 8.7 460,000 270,000 730,000 8.4 2009 38 捷克 0 11,000 5,000 16,000 11 2,007 

16 加拿大 0.87 683,029 6,034 689,063 79.2 2004 39 菲律宾 2 7,175 6,635 13,810 1 2,004 

17 土耳其 5.34 500,000 150,000 650,000 12.2 2012 40 波兰 0 5,000 8,000 13,000 13 2,008 

18 阿塞拜疆 1.433 610,000 100 # 42.6 2012 41 斯洛文尼亚 0 8,072 733 8,805 100 2,009 

19  墨西哥 6.2 400,000 200,000 600,000 9.7 1999 42  马来西亚 0 2,000 5,000 7,000 2 2,009 

20 韩国 1.01 200,000 400,000 600,000 59.4 2009 43 马其顿 0 5,000 1,000 6,000 11 2,008 

21 埃及 3.42 450,000 104,000 554,000 16.2 2000 44 立陶宛 0 4,463 - 4,463 100 2,010 

22 德国 0.54 525,000 5,000 530,000 98.1 2005 45 爱沙尼亚 0 500 500 1,000 100 2,010 

23 日本 2.5 430,000 60,000 490,000 19.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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