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根區交替灌溉」減用水 中大學者張建華獲獎

高原耕種不怕旱
慳水三成不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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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自然科學獎系列

鍾期榮校長一生致力作育英
才，桃李滿門；她的離世，對
無數她的門生來說，肯定悲哀
不已。
在我心目中，鍾校長是位有

理想、有堅持、有遠見的教育
家。她對教育事業的投入，窮
畢生努力，無私奉獻，不但引
領樹仁成為本港首家私立大
學，更培育了無數學子成為今
日的社會棟樑。
我是樹仁的第一批學生，在
過去的悠長歲月裡，一直與母校保持聯繫，不時都會
回校探望鍾期榮校長和胡鴻烈校監。每次踏入校門，
當見到這兩位和藹可親的長者時，便有無比的親切
感。
那種親切感，早在我求學時，已從這兩位長者身

上感受得到。

活動空間少 接觸更緊密
樹仁在創校時，校舍設在跑馬地成和道一幢住宅

式洋房內，上課地方不多，活動空間更是有限，故我
們經常都會在梯間或通道碰到校長，加上校長在當年
兼任新聞系系主任，跟她的接觸自然更多、更緊密。
校長除了時常站在校門或課室門口留意同學的上

課情況外，每當發現我們多次曠課或遲到早退，又或
學業成績欠佳時，便會「傳召」學生到校長室。不
過，她不會嚴厲責罵，反而會細心聆聽學生遇到什麼
困難（可能不少只是藉口而已），從而協助解決。如
同學的困難源自經濟，她更會主動提供助學金，施予
援手。那種關懷體貼、悉心栽培、有教無類的精神，
令人尊敬、仰慕不已。
正因如此，在同學的心裡，鍾校長便成為了我們

的「契媽」。
另外，還有一些鮮為人知關於鍾校長的事情。

親尋名人任教「巨星如雲」
鍾校長為要辦好新聞系，經常不辭勞苦，四出尋

訪新聞界名人前來任教。我可以說，當時被校長誠意
打動而在樹仁新聞系任教的，可謂「巨星如雲」，大
多數都是業界的頂尖人物，如報壇名宿宋郁文先生及
吳嘉棠先生，當然還包括樣子數十年來如一日，當時
任職商業電台新聞部主管的梁天偉先生（即現任新傳
系系主任）。
樹仁在創校初期，難免需要一些宣傳推廣。這項

工作由鍾校長一手包辦。除接受傳媒採訪外，她更親
自執筆撰寫有關學校最新發展的新聞稿件，並親自把
稿件送到相熟的傳媒朋友手中，務求能夠見刊，以收
推廣宣傳之效。
鍾校長對教育的熱忱、對樹仁的付出、對學生的

關懷照顧，可說前無古人。
她的一切一切，將永留我們心中。

1971年樹仁學院新聞系學生 潘樹泰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永遠懷念您，「契媽」

中國人口佔全球22%，但可耕地及水資源卻僅佔7%及5%，
資源分布極不平均，而包括西北部黃土地區等多處受到乾

旱、沙漠化影響，威脅農業持續發展，衍生糧食短缺危機。身
兼中大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的張建華說，「中國
農業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缺水，當務之急要採用節水灌溉技術
解決問題，降低糧食危機發生的概率」。

半濕半乾 啟動省水模式
農民家庭出身的張建華30年前起開始研究植物在乾旱環境中
的分子組織和生理變化，從而提高植物的抗旱能力。他率先發
現植物的根部有感知反應，當感應到土壤乾旱時，會釋出脫落
酸，向葉片傳遞訊息讓氣孔關閉，開啟「省水模式」，減少水
分流失。這項發現闡述了在乾旱下土壤、根、冠之間的信號產
生、運輸及其對水分利用的調控機理，也讓張建華及其研究團
隊成功建立涉及土壤水運動參數的一套方程式，以及展開相關
的節水灌溉技術研究。
在是次獲獎項目中，張建華等科學家創立「分根區交替灌
溉」技術，並應用於西北黃土地區，做法是於多排種植的農作
物，隔排進行灌溉，並定期再交換操作。他介紹指，當一棵農
作物的半邊根部吸收水分時，另半邊卻保持乾旱，這時農作物
在本能反應下產生「危機訊號」傳往枝葉表面令氣孔縮小，整
株植物流失的水份便會大減，「只要善用這個節水灌溉方法，
可節省三成用水而不減產」。

「分根區」技術武威推廣見效
張建華形容，「分根區交替灌溉」可說是為乾旱的西北「度
身訂造」，4年前開始推廣此灌溉技術，只要農民應用得宜，可
有效促進農業發展。經過張多次到甘肅省武威市的農村考察與
推廣，目前當地的節水灌溉成效已大有改進。他稱，「分根區
交替灌溉」與其他灌溉方法在武威市持續推行，成功令該市的
農田總灌溉用水量較上世紀90年代減少近半。
節水灌溉技術應用於武威市的成果，為張建華打了一支「強
心針」，但他亦坦言，隨着缺水情況越來越嚴重，全國各地的
農耕也面對不少問題，對科學家而言更是大挑戰。

盼為全國節水灌溉區尋良方
「我的夢想是為全國需要節水灌溉的地方找到適合它們的節
水方法」，張建華說，由於全國各地農業情況各有差異，需要
因地制宜採用不同灌溉方法、耕種時間等。他舉例指，華北平
原的年降雨量僅600毫米，惟種植小麥、玉米等農作物卻須逾
千毫米雨量，故如何找出農作物與降雨量之間的平衡點，是他
近年不斷思考的問題，也是他將會專注研究的另一大方向。為
維持生態平衡與農業可持續發展，他的研究正影響着全球數以
十億計的農民，引領全球的農業發展邁向新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水，是生存的必需品，讓萬物生生不息，

但水資源卻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放眼古今中

外，缺水都是農業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對人口龐大

的中國來說，更是重大挑戰。由香港與內地學者合

作的「黃土區土壤——植物系統水動力學與調控機

制」研究項目，成功揭示及解決在水土流失嚴重的

黃土高原耕種問題，今年初獲頒2013年度「國家自

然科學二等獎」。有份參與的中文大學農業生物技

術講座教授張建華介紹指，研究有效利用植物乾旱

逆境信號傳導機制及抗旱生理機制，為水土流失異

常嚴重的西北地區的農耕帶來重大突破，而所涉及

的節水灌溉技術的應用，更同時影響着全球數以十

億計的農民的未來。

研究在港難應用 申資助遭「篩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農業早已式微，對頂尖農

作物科學家張建華來說，似乎並非最適合發展的地方。不過來
港將近23年的張建華認為，香港能為科學家提供自由發揮的空
間，造就不同範疇的科研碩果纍纍。然而，他亦坦言，由於其
研究對香港實際發展無甚應用之地，於一些全港策略性的大型
科研資助如研資局的「主題研究計劃」慘被「篩走」，期望未
來若順利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當局能有更長遠的眼光，擴寬資
助範圍。
張建華形容，「在香港做科研是很單純的，只要是你想做
的，都可以做」，科學家能「無拘無束」，只要有成果，更能
得到大學及社會的重視，是以他一直留港大展拳腳。不過，他
亦坦言農業始終不是最受社會重視的領域，對此感到可惜，例
如大規模的「主題研究計劃」，便只專攻促進健康、建設可持
續發展的環境，及加強香港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地位3個
策略性科研領域，他曾嘗試申請但因不在有關範圍內，故於最
終環節慘被「篩走」。
他表示，理解挑選特定領域資助的做法，但認為當局對科研
的眼光應更長遠，不能過於急功近利，只着眼即時成效，「我
們做農業的，對全中國也有好處，節水技術未來對香港也有用
處。希望政府未來能看遠一點，資助領域可以更放寬一點，鼓
勵及支持更多與內地合作的項目在這裡進行」。

誤
當
灌
溉
水
要
多

農
民
誤
解
難
糾
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農作
物缺水研究及節水灌溉技術專家張建
華，曾被權威科學期刊《自然》評為
「五位可改變世界的農作物研究者」之
一，科學地位可算舉足輕重，然而在其
科研路上，也有遇到瓶頸位的時候。對
於貧窮且知識貧乏的農民，張建華直言
要讓他們接受新的灌溉技術，並採用相
關設備，甚有難度；當中推廣的過程也
令他倍感無奈。
起初張建華向武威市的農民推廣其研

發的「分根區交替灌溉」法，以及由此
研製用作節水的管導，但因農民對灌溉
概念的誤解、沒有多餘的資金等因素而
乏人問津。「他們沒有節水灌溉的概
念，以為灌溉的水是越多越好。所以最
困難的是怎樣讓很窮很窮的農民，能夠
接受節水的技術」，要糾正農民根深柢
固的誤解，讓他們接受嶄新的灌溉知
識，毫不簡單。
他續說，在資金方面，製作節水的管

子每畝地（約667平方米）成本需要約
2,000元人民幣，而平均耕種近十畝地
的農民，便須至少花近2萬元人民幣。
但當地農民十畝地的農作物，卻也只能
賺取數千元，那絕非小數目。對辛苦研
發的技術雖對農民有利無害，惟未能推
而廣之，張建華坦言：「很無奈，但作
為科學家我們實在沒有辦法，這不是我
們能控制的事。」

幸獲嘉道理基金捐百萬推廣
直至兩年前，嘉道理慈善基金會得知張建華

在西北的研究項目，毅然捐出100多萬元人民
幣，讓中國農業大學與武威市政府合辦一所農
民田間學校，在校內集合10多條村的農民代
表，教授他們節約灌溉的知識，又免費送贈節
水設備讓他們試用，在村內作宣傳之效。結
果，推廣反應不俗，武威市農民現已逐步了解
節水灌溉的概念。
張建華又表示，中國農產品市場始終規模較

美國、加拿大等地小，農民收入與投入不成正
比，導致不少農民放棄耕作，改到城市工作，
對全國的農業發展帶來衝擊，「這也是國家正
致力解決的問題，我們只能夠在範圍內做好自
己的科研工作」。

水土流失極嚴重 黃土高原響警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屬
黃土區的黃土高原，是中國四大高
原之一，地處黃河中上游和海河上
游，橫跨青海、甘肅、寧夏、內蒙
古、陝西、山西、河南7省份或自
治區，養育逾億人口，當中七成為
農民，也是世界農業起源地之一。
然而，數百年來過度開發、放牧、
耕種導致其水土流失極為嚴重，農
業發展迅速響起警號，成為科學家
的關注熱點，也是張建華早期研究
的重心。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黃土高

原節水灌溉的張建華指，當地最大
的問題是水土流失嚴重與乾旱少
雨，令農業發展停滯不前，近年部
分地區甚至因過度缺水、土壤乾旱
影響耕種。

節水灌溉緩和沙漠化
而應用其「分根區交替灌溉」的
武威市，總人口逾200萬人，是河
西走廊到新疆的必經地，因年降雨
量不足 200 毫米，年蒸發量高達
2,000毫米至3,000毫米，導致灌溉
用水嚴重不足，農民為此過度抽取

地下水，令沙漠化情況越趨嚴重。
現時，武威市的節水灌溉已逐步推
行，有助緩和該市的沙漠化情況。
張建華說，整個大西北也面對灌

溉用水失衡的問題，前國家總理溫
家寶曾批示，不能把武威下游的民
勤縣，變成另一個羅布泊——新疆
羅布泊因上游過度用水，現已變成
沙漠。他認為，當前要跟進當地的
水資源分布及氣候情況，研究適合
各地的節水模式，鼓勵農業節水灌
溉，以維持生態平衡與農業可持續
發展。

■張建華於2011年8月到甘肅省武威市的王景寨村考
察。 受訪者供圖

■鍾校長與新聞系第一屆及第二屆部分師生在跑馬地校舍課室拍照留念。
筆者供圖

�������

��� ��� ���
��� ���

▲「分根區交替灌溉」技術
運作示意圖 受訪者提供

◀張建華認為，中國農業面
臨缺水危機，當務之急要採
用節水灌溉技術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嘉道理慈善基金會2011年撥款100萬人民幣，讓張建
華到甘肅武威乾旱地區進行節水技術培訓試點項目。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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