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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现代化中
,

生态系统的研究甚为重要
。

但

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很广
,

有陆地生态的研究
,

海洋生

态的研究
。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又有森林生态
、

草原生

态和农田生态之分
。

一般来说
,

研究植物与环境条件

的关系属于植物生态学
,

如果考虑农作物群落与环境

条件的关系则属于农田生态学
,

如把经营管理都考虑

进去则属于农业生态学
。

可是农业的发展密切受地域

的影响
,

一切经营管理和技术措施必须因地制宜
,

切

忌一刀切
。

所以
,

我们要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特定环

境条件研究地域性的生态或农业生态
。

生态学的研究

是有目的性的
,

由于任务不同
,
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

不同
。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 ?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总概念应当是有现代化装备
、

用现

代化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来武装农业
,

改变

落后的农业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具有高度生产力的社

会主义大农业
。

我国地域广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要迅速

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

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

因地制宜地进行分区规划
,

这就显示出地域生态学研

究的重要
。

要真正做到因地制宜
,

必须搞长远规划
,

要搞好

规划
,

需要区划作基础
。

自然区划和农业区划都是很

有用的
,

但不如生态区划更为全面和富于生产意义
。

生

态区划的原则和依据是由区划的目的和生态系统的特

点决定的
,

所以首先要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

变规律 , 其次通过综合分析
,

明确各组成分在生态系

统中所发生作用的主次和大小
,

并根据各因素的特点

以及相互关系
,

我出生态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

划

分区片
,

然后分区进行当前生态系统的评价和对比
,

提

出因地制宜的改善途径
,

以便建立 良好而稳定的生态

系统
。

这就是生态区划的全过程
。

这样
,

既有原理
,

又

有措施
,

考虑问题 比较全面
,

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生

产间题
,

这是值得尝试的工作
。

197 8年
,

我在西宁陆地生态会议上曾谈过生态系

统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

主要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谈

黄淮海平原及太湖地区的农业发展问题
,

把生态系统

研究应用于农业生产
,

各方反映很强烈
。

在此以后
,

我

就想如何把生态系统的研究更进一步地贯彻到农业生

产中去
。

当然
,

最好是把生态系统研究和农业现代化

结合起来
。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

何做到因地制宜
,

不要瞎指挥
,

不要搞主观主义
。

这就

必须重视土壤科学
,

了解我国土壤的资源
,

研究各地

的生态系统
,

提出因地制宜的生态区划
,

以便进一步

搞好长远规划
,

指导农业生产
。

南水北调要经流黄淮海平原
,

必然要影响这个地

区的生态系统
。

怎样才能使这个地区的生态系统不向

坏的方向变化而向好的方向发展
,

这就必须进行大量

的
、

仔细的生态系统的研究工作
,

既要 了解当前生态

系统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
又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

及科研成果预测南水北调后的生春变化
,

并提出防治

的措施
。

根据这个要求
,

我们初步进行 了黄淮海平原

生态区划
。

黄淮海平原是在特定生物地理条件下的一个独立

的地域性生态系统
,

历史上经常发生早涝盐碱灾害
,

严

重地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

影响黄淮海生态的环境因

素中
,

水和土是极其重要的
,

早涝盐碱危害都是通过

水土而表现出来的
。

气候和地形也是很重要的
,

但在

某种程度上说是相对稳定的
,

目前难以改造
,

可是水土

因素是可以改变和控制的
,

水可调节和管理
,

土壤可以

改良
,

早涝盐碱可以克服
,

土壤肥力可 以提高
,

黄淮

海平原生态系统是可 以改变的
,

使它朝着有利 于人们

的方向发展
。

解放以后
,

在五十年代由于 没有从生 态

系统的角度全面地认识黄淮海平原
,

重灌轻排
,

重蓄

轻泄
,

不仅早涝盐碱灾害未得克服
,

反而 引起次生盐

演化和治泽化的恶性发展
。

六十年代开始试验的井灌

井排得到推广
,

使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好转
,

但这个

新的生态平衡是极为脆弱的
,

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

早涝盐碱的危害直接与水相关联
,

因此
,

要治理早涝盐

碱
,

改善生态环境
,

必须解决水的问题
,

也就是要人为

调节和控制一个地区的水盐运动和水盐平衡
。

根据这

个原财
,

我们仔细分析不同地 区的气候
、

地形
、

土壤
、

河流水文
、

水文地质等环境条件和农业生产情况
,

试

将黄淮海平原分为八个生态区
,

包括二个山前倾斜平

原区
,
四个冲积平原区

,

二个滨海平原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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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态区的治理途径不同
。

山前倾斜平原区一

般无内涝盐碱危害
,

但易早并有洪涝和水土流失威胁
。

除植树造林
、

防止水土流失外
,

可发展以井灌为主的

二年三熟农作制
。

冲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
,

排泄不畅
,

地面和地下

径流滞缓
,

早涝盐碱交错危害或严重威胁
,

必须建立

完善的排水系统
,

加强排水
。

其中海河平原
,

降水最

少 ( 5。。一 600 毫米 )
,

地面和地下淡水都缺
,

并分布大

面积的浅层地下咸水
,

是历史上早洪涝盐碱咸集中危

害的地区
。

除加强排水外
,

应充分利用地下淡水
,

发展

以浅井为主的井灌井排
,

井渠结合
,

切忌大引大灌重新

恶化区域水盐状况
。

黄河以北的黄漳卫平原
,

早涝盐

碱威胁较为严重
,

可采用自流和提排结合的方式进行

排水
。

这个平原里浅层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
,

又有引

黄灌溉之便
,

可采用井渠结合
,

井灌井排
,

并辅以其它

农林水综合措施
。

黄河以南的南四湖和黄淮平原
,

降

水 t 较多 ( 7。。一 900 毫米 )
,

由于内河排水困难
,

常积

水成灾
,

盐碱地擂花分布
,

涝演危害比早严重
,

整治

排水河道是当务之急
。

滨海平原区地形平坦
,

径流十分滞缓
,

排水极差
,

又受海水浸演和倒灌
,

土壤和地下水中都含有大量盐

分
。

黄海滨海平原的降水量 ( 8。。一 1。。。毫米 ) 大于渤

海滨海平原 ( 60 0一 7 00 毫米 )
,

有利于土坡自然淋盐
。

但

总的来说
,

滨海地区都需建立入海排咸河道及其支流

配套工程
,

还要增建必要的防潮闸和提排站
。

地面有

淡水灌溉的地区
,

耍排灌分立
,

也可采用竖井抽咸或

暗管浅井抽排相结合的排水系统
。

这种地 区要坚持改

良和利用相结合
,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

太湖地区也是一个独特的地域性生态系统
,

以平

原为主
,

也有不少的低洼好区
,

由于排水条件逐步改

善
,

好区地面逐渐垫高
,

本来属于一熟水稻的沤田
,

逐

步变为稻麦两熟
。

长期以来
,

太湖地区是以稻麦两熟

为主
,

最近发展为稻稻麦三熟
。

但是太湖地区的大部

分土镶
,

本来排水就不好
,

种稻麦两熟
,

小麦都长不

好
,

在这种地区推行双三制
,

将使土坡泡水时久
,

会产

生演害或土镶发生僵板
,

不仅影响水稻早发高产
,

也

影响三麦高产
。

我们不赞成盲目地一刀切地全面推广

双三制
,

但也反对不论条件而一刀切地废弃双三制
。

针

对这个问题
,

我们想试作太湖地区生态分区
,

以便将

农作制
、

环境条件和管理措施一并起来考虑
,

为今后

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参考资料
。

目前太湖地区的

地形
、

水文
、

土壤都各地不同
,

排水条件差异很大
.

而

双三制又要求土壤能够速排速灌
,

灌排自如
。

因此
,

我

们根据这个情况把太湖地区分为高平田
、

平田
、

好田

及冲积平原等生态区
,

并分别提出可以发展双三制的

地区
、

改善条件后可发展双三制地区和不宜发展双三

制的地区
,

每一生态区又可细分为若干片
,

以便因地

制宜地进行作物布局
,

大力发展农业
。

不同生态区的作物布局不同
。

例如高平田地区多

分布有僵板的白土
,

肥力低而滞水
,

应以稻麦两熟为

主
,

并轮种绿肥以提商土壤肥力 ; 但近村田的土壤肥

力较高
,

可发展一定比例的三熟制
。

平田地区
,

水肥

条件均好
,
可以三熟制为主

,

两熟为辅
,

最好实行多种

形式的三熟制
。

好田地区地势低洼
,

虽经水利改良
,

而

将一熟田改为两熟田
,

但因改土效果不高
,

土城肥力

水平差异明显
,

头进田
*

可发展三熟制
,

而好心田地势

较低
,

不宜强调三熟制
,

应以两熟为主
,

并应增加绿肥

与油菜比例
,

如不适当地发展三熟制势必降低改沤效

果
,

甚至有导致返沤的可能性
,

二三进田可视其具体

情况适当发展三熟制
,

最好有一定比例的早三熟
。

冲

积平原地区历来以水早轮 作 为主
,

应继续发展水旱轮

作的优点
,

争取棉麦稻高产
。

沿江地带土性沙
,

向来

以棉花为主或棉稻各半
,

这种地区不宜发展三熟制
,

发

展早三熟尚可
。

由江边向里过渡
,

土性变粘
,

土壤肥力

较高
,

一向是 以水稻为主棉花为辅
,

可适当发展 一定

比例的三熟制
。

作物布局不仅应因地制宜
,

而且应逐

步做到因天时制宜
。

随着气象预报工作的进展
,

在因

地制宜的基础上可以逐步做到因天时而调整布局
,

使

水早作物达到高产稳产
。

此外
,

我们觉得现在有些陡峭的坡地修筑梯田
.

引

水上山
,

平原兴建规格划一的方田
,

都有许多违反客

观规律
、

破坏生态平衡的不合理措施
,

也应从生态的

角度展开这方面的工作
,

并作出各种不同比例尺的生

态区划
。

生态区划的工作才开始
,

问题很多
,

但只 有在
.

实践中才能加深认识
,

加速发展
。

* 距好心最远的第一道田群众称
“

头进田
” ,

第二道田 称
.

二 进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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