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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的农业生态及其分区

徐 琪 熊 毅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太湖地区是个古老农业区
,

很久以来就是我国水稻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

这个地区的

生态系统长期受人类经营管理影响
,

曾几经变化
。

当前的生态系统已有较稳定的农林牧

副渔相结合的内部结构
,

也有较高效能和抗逆的功能
。

为了发展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
,

有

必要分析和推断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及其演变规律
,

找出生态系统结构的相似性和

差异性
,

进行生态分区
,

以便因地制宜地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

使该区成为粮棉油高产的

农业生态体系
。

一
、

生态条件的分析

太湖地区位于长江与钱塘江三角地带
,

地跨北
、

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区
,

以平原为主
,

水

源丰富
,

同时
,

气候温暖多雨
,

光热资源较丰富
,

水
、

土
、

肥
、

劳条件都较好
,

有建设成良好农

业生态系统的基础
。

(一 ) 气候象件 这个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无霜期较长
,

约 220 一2 40 天
,

因受季风

影响
,

水热条件的变化同作物生长比较协调
,

终霜期在 4 月下旬
,

初霜期在 11 月下旬
。

由

终霜期开始
,

气温逐步升高
,

月平均温度超过 10 ℃ 的 日期从 4 月上旬到 11 月中旬
,

月平

均最低气温低于 10 ℃ 的 日期前后共三个月
,

月平均最高气温超过 20 ℃ 的日期
,

可以从 2

月底起到 11 月上旬
,

而最热月份 (7
, 8 月) 则超过 35 ℃

,

并可持续两个月 (图 1一1)
。

辐射

热的月平均值一般都超过 5 大卡/厘米
2 ,

并随气温升高而增加
,

从 5 月到 9 月均在 10 大卡

以上
,

同作物生长发育利用热能的关系较一致(图 1一2)
。

降水量在 1 0 0 0一1 4 0 。毫米之间
,

在季节分配上与作物生长期
,

尤其是 同水稻生长期需水要求较一致
,
6 月到 9 月四个月的

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4。一”务 ; 旬最大降水量从 5 月到 9 月一般超过 1 00 毫米
,

除 1 , 1 1
,

12 三个月旬平均降水量小于 20 毫米外
,

一般均超过 25 毫米
,
5

,
6 月下旬与 7

,
8

, 9 月因

受梅雨与台风影响
,

旬最大降水量多在 1 50 毫米以上
,

甚至高达 4 50 毫米的暴雨程度(图

1一3 )1) ,

但一般情况下秋季降水偏少
,

间有早灾发生
。

上述水热条件的变化与主要作物的物候期相对照 (图 l一4)。
,

不难看出
,

该区生态条

件的利多于弊
,

不利之处是
,

梅雨季节夏熟作物多受渍害
,

干热风可使三麦枯熟
,

台风与秋

早则往往对水稻棉花等作物产生不利影响
,

尤其丘陵地区易受秋旱影响
。

(二 ) 水
、

土
、

肥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 这个地区以平原为主
,

水利资源比较丰富
,

l) 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
, 19 6 , : 江苏省农业区划地图集(降水条件

,
光热资源与农亚气侯区划与物候图).



��
。

�侧浦
巴日巴胜任。卜

图 1 一 l 温度的句变化

T e m 伴ra t u re v a r 一a妞一o n ( 伴
r 一e n da y s

1导

1O

2 3 4 几 (亏 7 8 9 10 1 1 12

�、关侧、平袱�续备毕任长

八飞之-
月。冰�‘o��
.�勺.�J.一况

图 1 一 2 热很的月 变化

T he r m a i v a ria l io n ( 衅 r m o n妞h )

P比 e i p一t a 一o n v a ria 一l o n 《详
r t e n

da 萝s 、

图 1 一 3 降水量旬变化

400溯

阅功
几J,‘

20 0
, 最高降 水价

材
. : , m u n、 p降 e 毛讨

l一i o n

帕印孙。

�妥砌�改奋签

任任�
ou�-,-一悠
“已d

甲均句降水幼

M e a n P陀 e ip , 一a 砚t o n o f 一e n d a ys

器
2

卜 中 下 下 l」养
5

上 中 下

6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8

上中 F

9

L 中 下 浩
l1

上 中 下

l2
. .. . . .. .

~ ~
目白.

目
白
目.

上 中 下

M 、、川 h3�巾

分筱

一
小麦

一
播 出

种 拭

成熟一分桑开花抽穆

L一拨节

返育

收获黄抽穗 孰

收获黄熟一抽泌油德一拨节

一分截

拔节一栽移分颐一

拔节一栽移
栽移一猫种双季, 。

一 {漂

单季晚稻

—
双季晚桥

誓
黄 收

熟 获

怕出播种
油菜

冬至大雪

考发一小雪

一立冬

邸料
秋分自苏处奢立狱大畏小共夏至芒种小满立更⋯一

�
大寒小寒

图 1 一 4 主要作物生长发育物候期
Ph e n o io : 一e . I pM父 。f 一h e I m w th .

冈 由代lo p m e n r o r m . 【. e ro ,

图 1

F 19
.

1 S o m e

某些气候条件同主要作物生长发育的物候期的关系
e lim a t ie e o n d it i o n s i n r e la t三o n t o t h e p h e n o lo g ie a l Ph a s e o f e r o p

g r o wt h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土 坡 学 报 1 9 卷

由于西部和北部有低山丘陵
,

每逢雨后
,

来自丘陵山区的地面逸流多输人以太湖为中心的

湖群
,

再由黄浦江与浏河等输导人江
。

据估算
,

每年本区降水量约为 3 00 亿方
,

地面有效

库容水近 90 亿方
。

每年通过太湖而导流人江的排洪量约 9 0
.

, 亿方
,

与丘陵山区流入太

湖的迁流最几乎相等
。

丰富的水利资源与丰沛的雨量
,

对发展水稻是非常有利的
,

每年灌

溉用水i 约为 23 0 余亿方
,

目前水的平衡大致是输人比输出多 8 6
.

3 亿方
。

故常有洪涝威

胁
。

但是这种估算是十分粗放的
,

尽管水量有余
,

因各地蓄水能力不同
,

降水季节分配又

不均匀
,

故雨季洪水排泄不畅
,

而在少雨年份仍有局部地区出现早情
。

沿江部分地区需由

长江或钱塘江引水灌溉
。

丘陵地区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早灾
。

本区地形包括低山丘陵和平原
、

好区
。

低山丘陵约占陆地总面积的 2 7
.

8务
,

平原约

占 4 5
.

8多 (其中沿江平原占 26 .7 多
,

太湖平原约占 19
.

1务)
,

好区占 2 6
.

4肠
,

同时水面积

约 20 拓
,

这种地形组合既有利于种植水稻
,

也有利于发展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农业生态

体系
。

这个地区垦殖指标较高
,

大部分土地均已开垦
,

耕地中以水稻土为主
,

约占 90 多 以

上
。

水稻土共计 2 8 24
.

4 万亩
,

其中爽水水稻土占 29 .2 并测渗水稻土 占 13
.

3多
,

滞水水稻

土占 8
.

3 并
,

囊水水稻土占 25
.

9并
,

漏水水稻土占 23
.

3外国
。

这个地区的土壤肥力
,

都高于

南方与北方地区的水稻土
,

大部分属于宜稻宜麦的高产土壤
。

各种类型水稻土的耕层养分含量有一定差异
,

耕层有机质含量在 2
.

5一3
.

, 多 范围的

可达 ”
.

1多
,

低于 2多的仅占 1 3. 3多
,
2一2

.

5多的占 31
,

6多
,

速效磷量高于 35 PP m 的近

30 关
,

低于 2 0pp m 的约为 20 务
,

速效钾量大于 10 毫克/ 1 0 0 克土的近 50 务
,

其余均在

8 毫克/ 1 0 0 克土上下
。

太湖平原是个水网地区
,

水量比较丰富
,

水质较好
,

浮游生物量较高山
,

除供渔类食料

外
,

尚可肥沃河泥
,

这也是该地区大量施用河泥的原因之一
。

长期以来
,

农民极为重视有

机物质的循环
,

不仅种植绿肥
,

而且习用稻草沤制草塘泥
。

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有机质肥料

为主的施肥制度
。

另外
,

太湖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

每人平均 占有耕地 1一 1
.

5 亩
。

所以除保证农业

劳动力外
,

尚可经营林牧副渔等项生产活动
,

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

环更为活跃
。

但近年来
,

河泥肥度降低
,

绿肥种植面积减少
,

稻草回田不多
,

草塘泥质量较

差
,

这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十分不利
。

二
、

生态系统的演变

任何一个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建设
,

必须经过适应
、

改造与建设等不同阶段
。

随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改善
,

农业生态系统结构也不断向稳定
、

效能提高的方向

演变
。

(一) 沼泽生态阶段 据出土文物判断
,

早在四
,

五千年之前已种植稻谷
,

当时是由

渔猎向农业过渡的原始社会阶段
。 “
新开隆田

,

进垦篙莱
” ,

耕作极为粗放
,

抗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极低
,

只能实行
“

火耕水褥
,

蟠(烧)莱而播栗
”
的莱田制切

,

在这一时期
,

生产力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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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
,

丰欠全靠天时
。

因有动物可以狩猎
,

有渔产可以捕获
,

所以当时仍保持沼泽地区的生

态特点
。

结构上以水草鱼兽为主
,

在功能上以 自然界的第二性生产作为人类的生活来源
。

(二) 沤田生态阶段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人类仰给于自然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的

依赖性减低
,

人类从事的第一性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
。

在丘陵山区修建梯田
、

蓄水灌溉的

同时
,

低洼易涝地区的好田也开始兴建
,

而平原地区则开始实行井田
。

据地方志记载
: “

齐

代丹阳郡可赖塘坝灌溉的达 86 万余亩即
,

当时的丹阳郡大部分为丘陵地区
,

一半属现在

的太湖流域
。

同时还记载有
“

沿海
,

地势较高的地区常有早灾
,

修筑井田
,

环湖阜下的地区

则修筑好田
” ,

而好田则逐 步完善到
“
缮完堤防

,

疏凿吠侩
,

列树以表道
,

决堤以灌田, 的标

准
,

这时的耕作制度是
“

吴中之 田
,

非水不殖
,

减之使浅则可播种
,

非必决而涸之然后功

也
, ”
的沤田制。 ,

所以是真正的一年一熟或隔年种植的沤田生态系统
,

但是 当时的生产技

术落后
,

所建堤坝好堰尚不足以抗御大的自然灾害
,

故毁灭性水早灾害时有发生
,

在多雨

之年
,

低洼地区则
“

一片汪洋
” ,

而干旱之年则
“

高阜之地
,

草木皆枯
” ,

在灌溉事业不发达的

情况下
,

好区一熟水稻的产量与稳收程度远远高于平原与丘陵区
,

故有
“田之得粮

,

十分为

率
,

低田七分
,

高田三分, 的税收记载
。

至此
,

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已初具规模
,

但旱涝灾害仍甚频繁 (图 2 )
。

好田只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一熟水稻
。

当时
,

由于地多人少
,

据记载汉代每平方公里仅 10

人
,

唐代天宝年间也只达 40 人。 ,

人类可赖微薄的收成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
,

并在部分

地区建立了农林牧渔的农业生态体系
。

(三) 稻麦两熟为主的生态阶段 自宋代开始
,

一熟水稻沤田逐渐发展为 水 旱 轮

稻麦两熟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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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当时
,

由于人 口增多
,

北宋元丰年间每平方公里已达 7。人
,

治水治田的能力虽有所加

强
,

但丘陵低山地区的森林砍伐日益严重
,

逗流量增加
,

流域治理尚未进行
,

从而使水旱灾

害达到空前的高峰 (图 2)
。

在那个时期
,

高阜之地因秋冬不雨而
“
蔬麦皆枯

” ,

低湿之地在

大水之年则
“
积潦不退

,

禾稼皆腐
”。 的灾情时有发生

。

为了解决水早灾害
,

必须进行流域

治理
,

治 田必须先治水
,

按此原则导疏三江以泄太湖洪水
,

加强江岸堤防以阻江水倒灌
,

开

凿人工湖泊与河道阻蓄山地丘陵逸流
,

经过长期努力初步建成了太湖地区的水利网
,
但由

于封建社会的封建割据
,

地主官绅各据一方
,

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治水治田方案
,

仍

然得不到贯彻实行
,

水早灾害
,

仍然不断
,

并且愈演愈烈
。

在这一段时期
,

实行了稻麦两熟制
,

复种指数提高
,

改土培肥措施相应加强
,

初步建成

以稻麦两熟制为主的生态体系
,

农
、

林
、

牧
、

副
、

渔相结合的农业生态体系也初具规模
。

逐

步获得了渔米丝绸基地之称
。

(四) 乡种轮作制的生态阶段 经过长期治水的结果
,

清朝中后期
,

水旱灾害频率

逐步下降
。

解放后
,

虽然仍有小面积的涝灾 (表 l)
,

但危害程度已大为减轻
,

同时
,

通过治

水改土与培肥改土
,

土壤肥力已明显提高
。

数百万亩的一熟沤田已全部改为稻麦两熟田
,

复种指数增加
。

再经过袖改粳
,

中
、

早稻改晚稻与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等措施
,

多种轮作制

度并存的局面逐步形成
,

并得到了巩固
。

现在有下列几种轮作制度
:
(l) 稻麦(油 )一年两

熟轮作制
,

一般三年轮种一次绿肥
。

从全区而言
,

约占 4 0 多; (2)稻稻麦 (油)三熟制
,

或

双季稻绿肥两熟制
,

约占 30 外; (3 )稻麦棉一年两熟制
,

主要分布于沿江平原地区
,

约占

20 界; (4 )水稻早作轮作制与麦棉轮作制
,

两者约占 10 并左右
,

前者主要分布于丘陵地区

水源不足的梯田中
,

后者则分布于沿江平原的局部地区
。

农 1 苏州专区历年涝灾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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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编的江苏省农业区划报告 (19“ 年)o

轮作制的形成为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中的功能提供了条件
,

粮棉油产量明显地增长
。

如

以苏州地区为例
, 19 4 9 年的粮食年亩产只 3 00 余斤

, 19 7 8 年达 1 3 0 0 余斤
,

增长了 斗倍

多
。

在发展粮棉油生产的同时
,

林牧副渔也有所发展
,

农牧与农牧渔的农业生态类型各具

特色
。

太湖地区已建设成为结构层次清晰与功能较高的农业生态地区
。

l) 江苏省水利厅水利史研究小组
,

19 6失 太湖水利史(讨论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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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指出
,

在十年浩劫期间
,

不正确地毁林毁桑种粮与围湖造 田等片面措施
,

以及

孤立地以粮为纲
,

盲目地扩大稻稻麦三熟制的面积
,

使太湖地区农业的综合发展受到影

响
。

为发展今后的农业生产
,

必须重建良好的生态系统
。

三
、

生 态 分 区

太湖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农业生态区
。

由于水利条件较好
,

水稻土肥力高而且适种性

较广
,

适宜的耕作制度基本形成
,

所以光能利用效率较高
,

按光能利用率 1外亩产 妇 l斤汇.J

计
,

苏州地区亩产粮食已达 1 3 7 0 斤
,

那么光能利用率可达 1
.

斗多
。

如连同秸杆与地下部分

计算可超过此数的一倍
,

接近 3外
。

太湖地区生态系统的结构较为稳定
,

并具有一定的抗逆能力
,

例如小麦产量改制后比

改制前虽有所增加
,

但年际产量变化与 2一5 月份雨量的相关系数比过去增加(改制前小

麦产量与降水量的相关方程是
: y ~ 2 92 一 0. 2 4 9 二 , , ~ 一 0. 3 3 8 , 。 ~ 48

,

改制后 y ~

4 7 7 一 o
.

s7 2 x , 尹 ~ 一 0
.

4 6 2
, 。 = 5 4 )

。

改制前相关系数只达到 0
.

05 的显著水准
,

而改制后达到了 0
.

01 的显著水准
,

说明改

制后小麦产量受 2一5月份降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

究其原因
,

除春雨多外
,

土壤内排水不

良
,

改制后变得更为严重
。

为了解决上滞下渍的问题
,

逐步发展了明暗沟结合的排水 系统
。

总的说来
,

太湖地区生态系统的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
,

但仔细地说
,

该区内各地土壤

肥力水平不同
,

水土肥劳力条件均有一定差异
,

因此仍有因地制宜建设 良好农业生态的

间题
,

太湖地区生态系统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
。

现将生态分区 (图 3 ) 简介如下
。

(一) 低山丘陵生态区 分布于本区的北部与西部
,

土地面积约为 9 0 0 0 平方公里
,

其中林地占 30 务
,

水面积小于 10 务
,

耕地近 60 务
,

耕地中以水稻土为主达 70 外
,

水稻土

中以侧渗水稻土为主
,

约占 60 沁
。

因沟谷相间
,

故多修建成梯田 (图版 I 照片 l)
。

这个地区的土壤肥力较低
,

有机质量低于 2
.

0 并
,

全氮
、

速效磷与速效钾量均较低
。

作

物对磷肥肥效特别显著
。

由于地形起伏不同
,

水稻土的肥力也不等
。

垮田缺水少肥
,

土壤肥

力低 ;冲田水肥条件较好
,

肥力较高
。

土壤耕层中有机质含量 (为) 与岗
、

垮
、

冲 田坡降 (幻

的关系是 y :

~ 2
.

3

一
o

.

os6 x ,

相关系数 (
r

) 为 一 0
.

9 7 5
。

而耕层粘粒含量 (, 2

) 同坡

降的关系则为 y: ~ 15
.

3 一 0
.

4 1 6x
,

相关系数 (
,

) 为 一 0. 7 62 (上述相关系数达 1务的显

著水平 )l)
。

由于水肥条件不同
,

水稻单产 (斤/ 亩) (y
3

) 也因之而异
,

其相关方程是

y, ~ 2 9 8 一 9
.

s l x ,

相关系数为
! 一 一 0

.

8 21 (达 5沁的显著水平)1) 。

这种土壤肥力间的差异性也因地形发

育不同而异
,

近河沿江丘陵地区
,

侵蚀基准面低
,

岗谷高差大
,

而水稻土肥力差异也大
。

上

述用线性方程表达的地区位于茅山西部属平岗地区
,

水源缺
,

又系 1% 1 年材料
,

故产量最

低
。

丘陵山区的耕作制度自 50 年代开始即进行改革
,

过去一般以一熟中釉或早 袖 稻 为

主
,

通过早(稻 )改中(稻 )
,

中(稻 )改晚(稻)
,

釉(稻)改粳(稻)与扩大三麦面积等措施
,

粮食

l) 李伟波等
, 1 9 8 0: 太湖地区地形对水稻土发生性质的影响

《
水稻土讨论会论文集

》
(摘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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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大幅度上升
。

60 年代开始以磷增氮
,

改土效果明显
,

土壤肥力提高
,

但与其他地区相

比
,

土壤肥力仍较低
,

肥沃土壤面积不足 10 多
,

所以不具备发展双季稻的条件
,

即使发展

也只能选择在水肥条件好的肥沃水稻土上
,

种植双季稻的面积不宜过大
。

总的来说
,

这个地区的耕作制度以稻麦两熟为主
。

部分望天田尚需水旱轮作
。

区内

有部分早地
,

可逐步修改成垄状或水平梯田
,

发展经济林木
,

并保土保水
,

坡度大于 8
“

的

坡地或土层薄 (< 30 厘米)的山坡地应以绿化造林为主
,

可试行林草间作
,

即在林带中间

辟以草带
,

以利农林牧副业的发展
。

低山丘陵区南北差异很大
,

南部山林面积大
,

耕地比

重小
,

但其热量条件比北部好
,

并具备综合发展的优越条件
,

双季稻比例亦可大些
。

(二 ) 太湖平原生态区 分布于太湖北部和东部
,

以月牙形环抱太湖
,

约 5 0 0 0 平方

公里
,

占全区面积的 1 7
.

7多
。

土地以平原为主
,

丘陵只 2务
,

耕地 50 0 余万亩
,

除零星桑园

与果园外
,

主要是水稻土
,

占耕地面积的 90 肠 以上(图版 I 照片 2)
。

平原海拔高度在 4一 7

米之间
,

可分为高平 田
,

平田和低平田三类
,

分别占 30 外
,

50 务与 20 拓
。

太湖平原区的土壤
,

以爽水水稻土和滞水水稻土为主
,

局部低地为囊水水稻土
。

肥力

水平较高的爽水水稻土大部集中分布于这一地区
。

滞水水稻土的分布面积也不小
,

特别

集中在海拔 6一7 米的高平原地区
。

滞水水稻土的肥力水平较低
,

因耕层中有机质的含最和白土层层位的高低而有所不

同
,

耕层有机质含量低于 1
.

8务
,

可能出现淀浆板结
,

白土层在 30 一40 厘米以上也不利于

作物生长
。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类土壤的剖面中
,

有一层不透水层
,

土壤易遭受渍害
。

由于

过去治水改土多在好区进行
,

而平原地区的地形较高
,

地面排水较好
,

往往忽略土壤内排

水问题
。

加之双季稻的发展
,

因而近年来
,

土壤渍害有加重趋势
。

这个地区已长期实行稻麦油轮作的一年两熟制
,

并三年轮种一次绿肥
,

但产量不高
。

50 年代开始进行中粳改晚粳
,

单季稻改双季稻与扩种三麦等措施
,

形成了稻麦两熟与三熟

制并存的地区
,

可是 由于生物气候条件的限制
,

三熟制的产量虽有所提高
,

但产量不稳
。

同

时
,

由于地形平坦
,

土质粘重
,

改制后土壤泡水时期延长
,

往往形成表潜层
,

影响三麦和水

稻高产稳产闪
。

在以爽水水稻土为主而人多田少的地区
,

三熟制的比例可大些 ; 滞水水稻

土集中分布的桃福与锡澄高平 田区
,

地多人少
,

水稻土肥力较低
,

三熟制面积可适当减少
。

这个平原地区长期受人为营造的影响
,

形成若干不同的土地类型与相应的农业生态

模式
。

发展农牧
、

农林与农副渔相结合的各种农业经营
,

更有利于巩固和发挥平原生态系

统的结构功能
。

这个地区内宜林山地面积很小
,

扩大绿化山地的潜力不大
,

但四旁绿化却

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
,

如能乔灌结合
,

进行四旁绿化将对该区生态系统的稳定起巨大作

用
。

过去曾一度强调粮食生产
,

围湖造田与毁桑种粮的现象十分严重
,

结果减少了湖泊的

蓄洪能力
,

增加了排洪压力 ; 同时只抓以提高复种指数为主的耕作制改革
,

不利于农业生

态系统潜力的充分发挥
。

目前农业生产徘徊的局面
,

便是上述隐患造成的
。

(三 ) 冲积平原生态区 分布于太湖地区的沿江地带
,

土地面积约为 6 0 0 0 平方公

里
,

以平原为主
,

零星的丘陵与沿江洲地不足 1务
。

耕地中以水稻土为主占 93
.

4 务
,

早地

仅 6
.

6外
,

水稻土中以漏水水稻土为主
。

轮作制度较复杂
,

在水早轮作基础上有稻麦棉与

稻麦经济作物轮作制
,

也有部分稻豆
,

棉麦轮作制 (图版 I 照片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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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地势是溯江而上逐渐升高
,

丹阳县北部与杭州附近海积冲积平原约在 6 米上下
,

向下游渐低
,

在上海附近只 4一5 米
。

同时愈近江边成陆年代越晚
,

土质越沙
。

土壤分布规律十分明显
,

如从江边作一个断面
,

沙土比例越近江边越多
,

而越远越少
。

与此相应
,

棉稻种植比例也依次变化
,

沙土比例大
,

棉花比例亦大
,

反之则少
。

沙土比例与

稻棉比例的相关系数达到极显著水平 (
, 一 0

.

9 6 2 )
,

(根据太仓县 1 9 6 4 年的作物布局计

算)
。

该区土壤肥力为中等水平
,

耕层有机质含量在 2 多左右
,

全氮在 0
.

11 一0
.

”外之间
,

速效钾与有效磷量较高
。
这个地区的粮食生产水平较高

,

年增长幅度亦大
。

由于土壤渗

漏性较强
,

春雨多少对三麦产量的影响较小
,

年际波动也小
。

改制以来棉花比例压缩
,

水

旱轮作不够合理
,

影响粮棉双高产
,

棉花单产水平出现徘徊
。

这个地区
,

由于土性较沙
,

漏

水漏肥
,

水旱轮作耗水量较大
。

所以
,

在水旱轮作中
,

应因地制宜地合理配置稻棉比例
,

以

利培养地力
。

部分地区目前仍有少量早地实行棉麦轮种
,

应在逐步平整土地的基础上实

行水早轮作
。

双季稻三熟制不宜发展
。

三麦套种金花菜和蚕豆作为棉花的基肥
,

是这个

地区的传统经验
,

今后可在水稻轮作中适当发展紫云英
,

以便提高水稻土肥力
。

(四) 低洼好田生态区 这个地区主要分布在太湖及其周围湖群四周的谍 状洼地

之中
,

主要是杭嘉湖好区
,

阳澄湖好区与挑涌湖好区
。

由于人为的修好辟田
,

在大的谍状

洼地中又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小好区
。

海拔一般低于 斗米
,

最低处可在 2 米左右
。

由于大

量施用河泥垫高田面
,

结果分化出了头进
、

二进与三进田
,

其比例为 3 : 5 : 2 ,

高差可 达

1
.

5一2 米
。

淀柳地区水面大
,

可达 10 一20 多
,

形成了岛状好田
。

一般好区好岸与其他堆

叠土占 10 拓左右
,

田块面积大于 5 亩的 占 50 务 以上
。

耕地以水稻土为主达 90 务以上
。

该区以囊水水稻土为主
,

脱沼程度与微地形有关
,

由头进田
、

二进田到好心田
,

脱沼程

度依次降低
。

其肥力水平也相应降低
。

随着地形渐高
,

地下水位下降
,

通气状况改善
,

耕

层中有机质含量降低 (图 劝
,

作物产量
,

尤其是小麦产量也相应增高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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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的土壤潜在肥力较高
,

目前由于排水不良
,

水气矛盾影响土壤中养分的有效

性
,

故多迟发田
。

随着水利土壤改良措施的进展
,

过去的一熟田全部改成稻麦两熟田
,

在

实行
“

三分开
,

一控制
”
水利改良措施的基础上

,

不仅灌溉合理
,

而且能预降预控地下水位
,

因此
,

粮食亩产明显上升
。

如以吴江县为例
,
1 9 4 9 年的亩产约 3 00 余斤

, 1 9 7 8 年高达 1 0 0 0

斤左右
。

但是随着单季稻改双季稻耕作制度的改变
,

次生潜育化作用十分明显
,

有的已出现返

沤现象
,

表潜层厚度可达 30 厘米
,

严重影响稻麦
,

尤其三麦的高产稳产
,

如以改制最早的吴

江县为例
,

三麦丰欠同春雨多寡关系十分密切
,

抗逆能力明显降低
,

所以三熟制面积不宜

过大
,

不应大于头进田的比例
。

据刘光玉等人的研究。】,

从经济指标看
,

三熟制比例的最

佳方案
,

因生产队不同而异
。

作者所研究的生产队位于平原与好区过渡地带
,

土壤肥力高

于真正的好区
。

该区有大面积水域
,

也有一定比例的好岸与塘岸
,

对农林渔副相结合的农业生态系统

发展十分有利
,

这种地区有发展成桑 (桔)基渔塘 ‘图版 I 照片 4 ) 或农牧副渔综合利用的

有利条件
,

可因地而异的予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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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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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太湖平原农业生态类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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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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