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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与世界土地资源对 比
,

详细 论述 了我国土地资源的数量
、

质童及合理利用途径
。

并根 据我国土地

资源 利用特点
,

将全国分成 8 个土地利用区
。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产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
。

就一个国家而言
,

土地资源的

数量与质量直接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

据统计
,

世界土地资源中
,

农地占n % ; 林地

占3 0% , 牧地占24 %
,

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不合理的利用
,

世界土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均在

不断下降
。

中国国土辽阔
,

土地资源丰富
,

并且有巨大的生产潜力
。

但由于土地利用不合理
,

致使土地资源在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 ; 利用与治理之间出现严重失调
,

土地资源的数量与质

量同样也在不断减少与下降
。

因此
,

深入研究土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的变化
、

合理开发利用
,

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
,

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是全球特别是我国人民当前十分关注的

问题
。

一
、

土地资源概况

全世界的陆地总面积为 1 30 亿公顷
,

其中耕地 15 亿公顷
,

占总面积的 1 1
.

28 % ; 林地 40 亿

公顷
,

占3 1
.

2 % ; 牧地 3 1
.

5亿公顷
,

占2 4
.

1 6 % ; 其它用地 4 3
.

6亿公顷
,

占2 3
.

3 5 %
。

从土地

利用用潜力来看
,

主要适合于农
、

林
、

牧的良好土地占24 %
,

主要适合于林用或永久牧用的

土地 占12 % , 优质林用地 占 18 % ; 优质牧用地 占15 % ;改良后主要适合于农用的土地 占 8 %
;

不毛之地占23 %
。

这些土地资源在农业利用中受干早影响的为28 %
,

受矿质养分不足影响的

有 23 %
,

受土层浅薄限制的为 22 % ; 受渍水及永冻层影响的分别占10 %及 6 % ; 只有 11 %的

土地在农业利用上无严重的障碍因素
。

此外
,

从亚洲情况来看
,

除耕地面积的比重较世界略
高外

,

牧地与林地的比重均较低
,

而且农
、

林
、

牧用地有明显的逐年减少的趋势 (表 1 )
。

中国土地资源丰富
,

全国总土地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6
.

5 %
,

其中平

地 占1 / 3
,

山地
、

丘陵占2 / 3
。

据统计
,

我国耕地面积为”
.

3万平方公里 ( 14
.

9亿亩 )
,

林地为

115
.

3万平方公里
,

草地为 3 1 6
.

7万平方公里
,

分别 占总土地面积的 10
.

4%
、

12 %及 33 %
。

此

外
,

尚有近 2 亿亩 ( 15 亩折合 1 公顷 )的可垦荒地及约 40 % 的沙漠戈壁和高山山地 (表 2 )
。

我

国耕地面积虽居世界第四位
,

但人均耕地仅 1
.

5亩 (世界人均耕地为 5
.

5亩 ) ; 草地居世界第三

位
,

但人均草地仅 5
.

3亩 (世界人均草地为 1 1
.

4亩 ) , 林地居世界第八位
,

而人均林地仅 1
.

8亩

(世界人均林地 9
.

8 亩 )
。

特别是随着人口增长
,

我国土地资源对粮食增产的承载力也日益加

重
。

目前
,

发达国家的人口 占世界总人口的 28 纬
,

耕地
.

占世界的 46 % , 发展中国家人口 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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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总面积

世 界 土 地 面 积 表 ( 1 9 53一 19 55 )* 单位
. 千公顷

人 口 密度

人 口欲 /

千公顷

耕 地 长期收地 森林及林 地 其 它土地

总 计 陆 理也
内陆

水域

变化 * *

%

变化

%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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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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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 4 99 2 9 1 3 1 5 9 8 4 6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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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6 4 4 4 1 9

2 5
.

0 %

一 0
.

1

一 3 0

4 0 8 1 9 0 0 一 2
.

8

3 1
.

2 1 %

5 2 8 4 1 6
,
一 4

.

6 一 O
_

7

1 0 0 % }

全世界亚洲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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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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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

2 6
.

7

2
.

8%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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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1 15

1 2 0

* 摘自
“
中国农业与区划要点 ”

( 1 9 8 7
,

侧绘出版社 )
。

界人口的” %
,

耕地只占54 %
。

我国人 口 占世界人口的 2 2%
,

而耕地只 占6
.

7 %
。

发达国家 1

公顷土地负担 1
.

8人
,

发展国家负担 4 人
,

我国则要负担 10 人
,

说明我国是人均耕地面积最

少
,

而单位土地面积负担人 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

近年来
,

我 国虽已解决了占世界 1 / 4 人口的

温饱问题
,

但耕地面积减少
,

地力减退
,

粮食产量徊徘不前仍较突出
。

要解决这些间题
,

只

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及不断提高其对粮食增产的承载力
。

二
、

土地资源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
,

人们对土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
。

然而土地资源却普

遍存在地力减退
,

水土流失
,

土地沙化
,

土壤盐碱化
,

土壤沼泽潜育化及耕地被侵 占等问题
,

从而限制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

(一 )地力减退 在土地资源利用中
,

地力的减退
,

主要表现在养分的亏缺上
。

据统计
,

世

界土地养分亏缺面积 占总面积的 23 %
。

热带地区表现为磷
、

钙
、

镁与硼的亏缺
。

南美洲 1 0
.

4 3

亿公顷的酸性土中
,

缺氮
、

磷的占90 %
,

缺钾的占70 %
,

缺锌的占6 2 %
。

印度 1 9 8。一 19 8 1年

生产粮食 1
.

3亿吨
,

除从化肥与有机肥中取走 2邝的养分外
,

尚有 1邝
,

即 1 7 5 0万吨养分
,

需从

土壤中获得
,

因此
,

土壤中氮
、

磷
、

钾亏损日

益严重
。

我国耕地为世界的 1 / 1 5
,

其中有 2 / 3

属中低产水平
,

年产量仅 3一 5 吨 /公顷 ( 2。。

一30 0公斤 /亩 )
。

据研究
,

在完全不施肥的情

况下
,

土壤中有效养分所能维持的期限大致

是
:
氮为 2 0一 4 0 年 ; 磷 10一 2 0 年 ; 钾 8 0一

13。才。
:

开垦 2 00 一 500 年的土壤
,

与原来自

然植被下土壤的氮含量相比
,

均有明显的降

低 (表 3 )
。

此外
,

从 1 9 4 9与 1 9 8 3年农田养分

表 3
.

耕地和自然植被下土壤N %
*

自然植被
耕 地

·

(利用时间 2 0 0一5 0 0年 )

朵 土

揭土
、

棕班

红 钮

砖 红 鹅

0
.

2 5 6一 0
.

6 9 5

0
.

0 6 4一 0
.

1 4 5

0
.

1 0 1 ee 0
.

3 4 0

0
.

0 9一 0
.

3 0 5

0
.

1 5Q一0
.

3 4 8

0
.

03一 0
.

0 9 9

0
.

0 5一 0
.

1 1 5

0
.

07一 0
。

1 83

* 引自
“
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及其变化论文集

《公如坤
:

一

人类生产活动与土壤肥力 ) ”

1 14



平衡对比看
,

我国粮食产量虽然增产近 3 倍 (由1 1 3 1
.

5亿公斤增至 4 0 0 0亿公斤)
,

但这主要是

依靠养分投入所取得的结果 (表 4 )
。

即使这样
,

今后如果要使粮食产量与人 口增长相协调
,

则

必须注意大量施用磷钾肥与微量元素肥料
,

当然
,

合理的耕作制度与培育新品种等措施也是

提高地力不可忽视的因素
。

奋
表 4 我 国 农 田 养 分 平 衡 (万吨 )

*

1 9 4 9年

P Z O
。

、 一…一
N

K z O

1 6 2
.

2

2 9 1
.

2

一 1 2 9
.

0

( 一 4 4 % )

7 9
.

0

1 3 8
.

0

一 5 9
.

0

(
一 4 3 % )

1 8 7
.

3

3 0 6
.

3

一 1 1 9
.

0

(
一 3 9 % )

1 6 1 5
.

8

1 1 1 0
.

4

5 0 5
,

4

( + 4 5 % )

1 9 8 3年

P 2 0
。

6 1 1
.

2

4 7 8
.

7

1 3 2
.

5

( + 2 7
.

7 % )

1 3 4
.

7

1 1 8 4
.

6

一 5 4 9
.

8

( 一 4 0 % )

入出亏投产盈

* 资料来源同表 3

(二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是土地资源遭致破坏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
。

据统计
,

全世界水

土流失面积达 2 50 D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16
.

8 %
。

在耕地中
,

受流失的上地占 2
.

7 %
。

据估

计
,

人类有史以来
,

耕地破坏量为目前世界总耕地的 1
.

33 倍
,

即 20 亿公顷
。

我国是世界上水

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

50 年代初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 1 16 万平方公里
,

其后虽然治理了

40 万平方公里
,

但至今仍有 15 0万平方公里未治理的土地
。

其中西北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面积

约 43 万平方公里
,

南方红壤区约 40 万平方公里
,

黄河
、

长江每年输沙量约 20 亿吨
,

相当于毁坏

肥沃土地 60 0万亩 /年
,

分别居世界九大河流输沙量的第 1 与第 4 位
。

滥伐林木是产生水土流

失的主要原因
。

我国是一个贫林国家
,

森林覆盖率 1 2
.

7 %
,

全国木材蓄积量人均仅 g 立方米

(世界人均 83 立方米 )
,

即使在此情况下
,

天然林仍遭严重破坏
。

50 年代初
,

云南省森林毅盖

率为60 %
,

至 80 年代已下降为 30 % ; 四川省由 2 0%降至 1 0%
。

随着森林破坏
,

地力也迅猛下

降
。

据研究
,

有森林植被的土地
,

其枯枝落叶 和 氮
、

磷
、

钾元素的积累量较森林被砍伐及水

土流失的土地高 40 多倍 (表 5 )
。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
,

防治水土流失是当前土地利用中急待解

决的问题
。

表 S 不 同 侵 蚀 条 件 养 分 积 累 与 流 失 母 比 较
*

?年土壤流失公
(吨 /公里 .2 年 )

及植被情况

氮
、

磷
积 累

(公斤 /公

钾

址

} 氮
、

相对 系数 ! 流
磷

、

钾

失 址
公 顷

。

年 )

犷

阮
、

磷
、

钾

(公 斤 /

2 0 0 , 密林
5 0。 , 侵蚀稀疏林地

10 0。 , 仅蚀稀疏草地

5 0 0 0 , 仅蚀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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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 _
L

兰竺
_ _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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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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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乒/

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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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5 0
·

84

】 2
.

5 : 一 1 0 0
.

0王

1 7
_

1 { 一 4 5 1
.

9

}一一 i兰卫
一

:

_
_

土
_

一

丁子里旦里暨
_

_

* 引自
“
土澳仅蚀变化

” 史德 明

(三 ) 土地沙化 世界上土地沙化现象十分严重
。

.

土地沙化是干早
、

半干早地区上地退化

的主要表现
。

全球沙化
、

半沙化的面积占陆地 总面积的 1/ 3
。

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
,

全世界每

年有 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沙漠
,

许多沙漠区逐渐向周围扩展
,

如撒哈拉沙漠南仅速度每

年为30 一 50 公里
,

流沙前沿的长度为 3 50 0公里
。

我国是四大牧区之一
,

牧区中可利用的草山

草坡约 30 亿亩
,

农区中可利用的也近 10 亿亩
,

但由于大片草原 长期遭受盲 目开垦
,

草原土地

1 1 5



章层浅薄
,

下为沙层
,

在此情况卞
,

致使草原退化面积近 1/ 4 ,

产章量由原来 2。0一 2 5。公片/

亩
,

降至 10 0一 1 50 公斤 /亩
,

甚至有的仅 50 公斤 /亩左右
。

此外
,

由于对草原盲目开垦及遭受

风蚀
,

我国每年沙化面积达 2 0 0 0万亩
,

仅鄂尔多斯高原近十多年来
,

沙化面积就达 1 0 0 0万亩

以上
。

1 9 5 9年
,

青海沙化面积为 8 9 5 5万亩
,

现在达到 1 1 8 5 0万亩
,

扩大了 23 %
,

平均每年扩大

10 0万亩
。

近年来
,

我国南方丘陵地区也经常见到大片的
“

红色沙摸
” 、 “

白沙岗
” 、 “

光石山
”

等
,

这些都是土地沙化的表现
。

值得注意的是
,

土地沙化后形成沙丘
,

且不断推进
,

侵 占良田
,

威

胁道路与村镇
,

仅青海省海西地区
,

每年就有 10 0 0 0多亩农 田彼沙丘所侵占
,

因此防止土地沙

化
,

也是土地资源利用所面临的重大 问题之一
。

( 四 )土壤盐碱化 凡干旱与半干早地区均有盐碱土分布
,

其面积约占该地区面积的 39 %
。

就世界而言
,

盐碱土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
、

北非
、

北美西部
,

面积最大的是苏联
,

约 7 5 0 0万

公顷
,

印度有 6 92 万公顷
,

巴基斯坦约 6 0 0 0万公顷
。

此外
,

不少国家在发展灌溉中
,

由于灌排

不合理
,

而引起大面积的土壤发生次生盐碱化
。

据联合国估算
,

每年约有 12 万公顷灌溉土地

因盐碱化而损失生产力
。

苏联次生盐碱化土地面积达 2 0 0 0一 2 5 0 0万公顷
,

美国也有 25 %的灌

概土地受盐分危害
,

印度
、

伊拉克
、

埃及在灌溉地区约有 50 %左右土地因受盐碱 为 害
,

变为

不毛之地
。

我国盐碱地近 6 67 万公顷
,

其中西北内陆区有 5 9
.

3万公顷
,

占耕地 的 15
.

2 % ;
黄

淮海平原区有 130 万公顷
,

占耕地的 50
.

4 % ; 西北 黄 土 高 原 区 有 52 万公 顷
,

占耕 地 的

4
.

4 % ; 东北山丘平原区有 7 3
.

3万公顷
,

占耕地的 4 %
。

我国许多灌区
,

由于灌排不当
,

也发

生大面积的土壤次生盐碱化
,

华北的金门与水月寺灌区
,

原属 自流渠灌的重盐碱区
,

后因灌

溉引起地下水位上升
,

无法再灌溉洗盐
。

1 9 5 8年
,

内蒙古境内的后套灌区
,

仅有盐碱地 60 万

亩
,

但到 1 9 7 3年已扩大 到3 16 万亩
。

近 10 年来
,

新疆自治区也因次生盐演化的发展
,

而陆续弃

耕的土地就达 2 00 多万亩
。

1 9 5 4年
,

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开垦了 91 万亩新耕地
,

后因次生盐渍化

而弃耕面积竞达 60 万亩
。

由此可见
,

土壤盐碱化及次生盐碱化是世界性的问题
,

因此
,

如何

因地制宜进行综合治理
,

是土地资源利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

(五 )土壤沼泽
、

潜育化 世界土地遭受沼泽化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 10 %
,

其中以东南

亚及澳大利亚所 占面积最大
。

印度沼泽化土地面积达 4 0 0 0万公顷
。

荷兰有 1 / 3的国土
,

即 13 万

公顷受沼泽化影响
。

美国密西西比河下游和大西洋沿岸约有 4 0 0 0万公顷的沼泽化涝洼地
。

我

国沼泽化土地分布很广
,

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
,

以东北及西北高原较为集中
,

两地共 8
.

4万平

方公里 (约 1
.

2亿亩 )
。

三江平原是我国沼泽地集中分布区
,

面积 1 9 40 万亩
,

占全 区 面 积 的

1 2
.

5 %
。

这类土地土体滞水
,

质地粘重
,

土性冷湿
,

大都不宜农垦
,

只能用作牧地
。

此外
,

在

我国现有的 4
.

6亿亩水稻土中
,

近二
、

三十年来
,

由于水稻种植趋向集约化
,

推行单一耕制
,

忽视排水系统建设
,

致使发生
“

次生潜育化
” ,

全国现有次生潜育化水稻土面积 已达 8 0 0 0万亩
,

占水稻土总面积的 1/ 6
,

成为水稻增产的主要障碍 因素之一
。

如果对土壤潜育化采取切实可行

的综合治理措施
,

此类土地的生产潜力是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
。

(六 )耕地被侵占 耕地被侵 占是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

当前全世

界
,

居 民占地约 1
.

5亿公顷
。

据世界银行估计
,

到 2 0 0 0年全世界将近 2 亿公顷肥沃土地成为非

农业用地
。

美国和加拿大共有 48 万公顷良田用于建筑
、

道路及其它非农业方面
。

近 20 年来
,

荷

兰每年占用耕地 1 0 0 0 0公顷
。

据统计
,

我国 50 年代初耕地面积有 1 4
.

6亿亩
,

人均 2
.

7亩
, 1 9 8 0

年耕地面积为 14
.

9亿亩
,

人均仅 1
.

5亩
。

20 多年来
,

虽然全国新开垦了 3
.

2亿亩耕地
,

但由于

人 口增加和耕地被侵 占等原因
,

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 1 亩多
。

目前
,

我国耕地正 以每年减少

70 。万公顷的速度在下降
,

而人 口正 以每年增加 1 5 0 0万的速度在猛增
。

预计到 2 0 0 0年
,

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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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耕地将降至 1亩左右
。

如果这种人增地减的趋势得不到有效地控制
,

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

三
、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海
综上所述

,

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应该以加强集约经营
,

提高单产 , 保护耕地
,

积极开发
;
因

地制宜
,

综合治理
,

提高生产潜力
,

防治土地退化为目标
。

(一 )集约经营 提高单产 据 1 9 6 1一 1 9 8 0年的资料
,

发达国家所增产的粮食
,

92 %是依

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仅有 8 %是来自扩大耕地面积
。

而非洲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
,

其所

增产的粮食来自扩大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2 %和 54 %
。

从世界范围看
,

到 2 0 0 0年依靠扩大

面积所增加的粮食仅占粮食总增产的 1 / 4 ,

其

余 3 / 4 将靠提高作物单产
,

增加复种来解决

(表 6 )
。

由此可见
,

提高现有耕地资源潜力的

余地还很大
。

今后世界粮食增产的战略
,

主

要应放在提高已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上
。

我

国经验也表明
,

作物产量的提高
,

主要应依

靠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潜力
,

即集约经营与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关于集约耕作
,

我国有

以下几方面经验
:

一是调整耕作制度
,

不断

表 6 2 00 0年世界三种途径增产的粮食比较 *

不 同途径增粮 占总粮数 的%

地 区

合 计

,

产
单高种 提复加

ù

增
地积大耕

一扩面

非 洲

远 东

拉丁美洲

近 东

2 7
,

2 2

1 0 14

5 5 1 4

6
,

2 5

— } 一一 —
’

5 1
,

10 0

}
7 6 1 0 0

} 3 1 1 0 0

; 6 9 10 0

* 引自 N
.

C
.

B r a dy 资料
。

提高复种指数
,

·

在我国 14
.

9亿亩农地中
,

复种指数由 50 年代初期的 1
.

3 提高到 80 年代的 1
.

5

(绿肥不计算在作物指数之内 ) ; 二是改变作物布局
,

调剂作物种类
,

特别要根据不同土地类

型进行地区性的立体与多层作物布局
,

在作类种类上
,

除粮食外
,

要注意经济作物的发展
,

以

提高种植业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 三是养地与用地相结合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随着农业土地

集约耕作程度的提高
,

当前正从生物养地向人工养地的方向发展 ; 四是按照综合的观点
,

进

行合理配置
,

,

达到农
、

林
、

牧
、

渔的全面发展
。

(二 )保护耕地 积极开发 土地是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

我们应该保护好有限的土地资

源
,

珍惜每一寸土地
,

尤其是质量好的耕地
。

国家应加强土地管理
,

制定土地法令
,

严格执

行土地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

大力推行生态农业
,

使青山常在
,

绿水长流
,

土地肥沃
,

林茂粮

丰
。

此外
,

为缓和人多耕地少的矛盾
,

适当开发部分可垦宜农荒地
,

也是必要与可行的
。

据

调查
,

我国尚有后备土地资源 5 亿亩
,

其中 2
.

5亿亩可开发用作牧地
, 6 0 0 0 万亩可开发作 为

南方经济林用地
,

余下的近 2 亿亩可逐步开发作为农用地
。

我国沿海滩涂尚有 1 6 0。万亩宜农

荒地亦可供开发
,

这对减缓沿海地区人多耕地少的矛盾
,

将起重要作用
。

(三 ) 因地制宜 综合治理 我国土地资源在开发利用中
,

必须注意按生态系统观点办事
,

把土地资源
、

生物资源和环境条件统一起来
,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

具体说来
,

应考虑以下 4

个方面
:

( 1) 对生态平衡失调地区进行综合治理
。

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43 万平方

公里
,

故该地区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

大力种草造林
,

耕地应精耕细作
,

提高单产 , 黄淮海平

原地区
,

农耕地有 2 0 0 0万公顷
,

应 以治理早涝盐碱为主
,

并注意土壤水分的调控
,

提高土壤

肥力
,

提高复种指数 ; 南方山丘地区有耕地 1 6 0 0万公顷
,

其水热资源虽丰富
,

但土壤侵蚀严

重
,

必须在防治水土流失的基础上
,

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及果树
,

实行农
、

林
、

牧全面发展 ,西
`

北地区已沙漠化的土地的总面积达 12 万平方公里
,

仅有天然牧场及少量耕地
,

应采用乔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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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等措施治理风沙 ; 热带地区
,

应加强 自然保护
,

着重发展热带作物及经济林木
,

在集约

耕作上应特别注意立体垂直布局及多层多种经营
。

( 2) 按生物气候的地 区特点
,

合理安排农

业布局
。

我国东部为农区
,

西部为牧区
。

东部地这
,

淮河秦岭以北
,

以旱作为主
,

其南部以

水田及各种热带经济作物为主
。

西部地区的祁连山以北为干旱牧业地带
,

以南为牧林为主 的
青藏高原

,

具有高寒特点
。

针对上述区域特点
,

进行农业布局
,

逐步实行区域化
,

专业化生 安

产
,

特别是在具备条件的地方
,

要实行两熟或多熟制
,

这对加强集约耕作有重要意义
。

( 3) 改

革单一经营方式
,

注重农林牧全面发展
。

当前要着重调整经济作物的布局
,

做到地尽 其 利
、

发展多种经营
。

此外
,

在农区
,

特别要注意提高畜牧业的比重
,

加强各个大平原和盆地农区

的四旁绿化与小片造林
,

增加畜禽产品
,

改善食物结构
,

提高农区的森林覆盖率
。

( 4) 因地

制宜地实行农业技术改造
,

逐步实行农业现代化
。

我国宜农荒地面积不大
,

其中质量较好的

仅有 550 万公顷
。

因此
,

从发展粮食生产的观点看
,

除合理开垦宜农荒地外
,

主要应加 强 现

有耕地的集约耕作
,

采用现代化农业生物科学与传统增产技术
,

进行改土治水等项农业基本

建设
,

不断提高单产
,

促进均衡增产
,

逐步建立 良好的农业生态体系
。

四
、

土地资源的利用区划

根据我国土地资源的分布与利用状况
,

可将全 国土地资源划分为 8个利用区
。

各利用区

的生物气候条件
、

土地类型
、

土壤性质
、

植被组成
、

农业生产特点及土地利用方 向 概 述 如

下
:

(一 )热带湿润热作农林区 土壤呈酸性至强酸性
。

属热带气候
,

全年无霜
,

年平均温度

20 一 2 7℃
,

> 10 ℃积温 6 5 0 0一 9 0 0。℃
,

年雨量 15 0 0一 2 5 0。毫米
。

本区复种指数高
,

一年三熟
、

可种三季稻
,

轮作方式为稻一稻一番薯
,

或花生
,

豆类及甘薯
,

由于劳力及肥料限制
,

不少

地区冬季休闲
。

本区为中国主要热带经济作物栽培地区
,

丘陵地种植橡胶树
,

谷地为水稻田
。

珠江三角洲集约程度最高
,

桑基鱼塘耕作制以塘泥培桑
,

以桑养蚕
,

以蚕粪养鱼
,

构成良好

的生态循环
。

在砖红壤区也有橡胶一灌木一草本及橡胶
、

茶叶和经济林木的多层多种的层状

集体农业结构
,

这是中国热带集约耕作的特殊形式
。

(二 )亚热带湿润亚热作农林区 土壤酸性至强酸性
。

属亚热带
,

全年 无 霜 期 2 4 0一 35 。

天
,

年均温 1 4一 2 0℃
,

) 2 0℃积温 5 0 0 0一 6 5 0 0℃
,

年雨量 1 0 0 0一 15 0 0毫米
。

为双季稻区
,

一

年两熟或三熟
。

主要经济作物为柑桔
、

油茶
、

茶叶
、

油菜等
,

集约耕作的主要方式是
“

山地

林 , 坡地菜 , 谷地粮
” ,

但保持水土是本区农业利用中的关键问题
。

(三 )吸温带湿润农林区 土壤呈微酸性至中性
。

属暖温带气候
,

全年无 霜 期 2 10 一 25 0

天
,

年均温 14 一 16 ℃
,

> 10 ℃积温 4 5 0 0一 5 0 0 0℃
,

年雨量 80 0一 1 2 0 0毫米
。

过去为稻麦两熟或

双季稻区
,

并曾有双三制
,

即稻一稻一麦 (油 )种植经验
,

复种指数超过 2
.

。
。

实行农渔牧
、

农

林 (果 ) 渔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农业生态类型有较好的基础
。

所以本区为中国粮
、

棉
、

鱼产区
,

其中以长江下游土壤集约耕作程度高
,

具有精耕细作
,

选用良种
,

用养结合
,

高产稳产的特

点在进一步解决灌排与培肥地力条件下
,

农业生产潜力定可更加提高
。

( 四 )吸温带一温带半湿润农林区 土壤呈石灰性至中性
,

母质大多为黄土性物质
。

属暖温

带一温带气候
。

无霜期 1 70 一 2 20 天
,

年均温 9一 13 ℃ ,

> 10 ℃积温 2 5 0。一 4 5 0。℃
,

年降雨量

60 0一 9 00 毫米
。

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

轮作套种形式多样
,

以种植冬小麦
、

玉米
、

棉花为主
。

在沙土上
,

林果粮间作也有一定规模
,

这是中国重要的粮
、

棉
、

油
、

烟产区
。

旱
、

涝
、

盐
、

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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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
、

贫瘩是本区土地资源农业利用的主要障碍
。

长期以来创造 了井灌井排
,

沟渠配套
,

引

黄灌淤
,

培肥地力等各种经验
。

(五 )温带湿润半湿润农林区 土壤呈微酸性
。

属温带一寒温带气候
。

年均温 O一 4 ℃
,

)

10 ℃积温 1 7 0 0一 3 2 0 0℃ ,

年降雨量 4 00 一 65 。毫米
,

无霜期90 一 1 50 天
。

一年一熟
,

农作 物 以

春小麦
、

大豆
、

马铃薯
、

玉米
、

甜菜
、

水稻等为主
。

本区是中国的北部商品粮基地
,

也是全国

主要的用材林区
。

农地土壤的自然肥力较高
,

但耕作粗放
,

产量低
,

盐碱
、

沙化
、

风蚀及水蚀

较为严重
。

但在选育耐寒
、

早熟
、

高产品种及合理轮作
,

缩短播期
,

合理施肥等集约耕作方

面仍积累不少经验
。

(六 )温带半千旱牧农区 土壤呈强石灰性
。

属干早中温带气候
,

年均温 5 一 10 ℃
,

> 10 ℃

积温 17 0 0一 3 0 0。℃ ,

年雨量 2 50 一 450 毫米
,

年无霜期 90 一 1 50 天
。

一年一熟
,

农作物产量不稳

定
,

以春小麦
、

马铃薯为主
。

是中国的主要牧区
,

以农牧结合为主
。

本区应坚持
“

以牧而农
”

的利用原则
。

河套地区不仅是小麦
、

水稻产区
,

而且还是瓜果生产基地
。

( 七 )暖温带一温带千旱牧业灌农区 土壤呈强石灰性
。

属暖温带一温带干早及半干早气

候
。

年均温 s 一 12 ℃
,

》 10 ℃积温 2 5 00一 3 6 0 0 ℃
,

年雨量 5 0一 2 5 0毫米
,

年无霜期 13 0一 2 0 0天
。

一

年一熟或两年三熟
,

为中国的牧业及灌概农业区
,

无水即无农业
。

农作物以小麦
、

棉花为主
,

本区应 防风固沙
,

造林种草
,

调整季节牧场
,

加强草原建设
。

在绿洲地带
,

农业集约程度高
。

不仅可种植小麦
、

胡麻
、

油菜
、

向日葵等多种作物
,

而且是我国长绒棉生产基地和葡萄
、

哈

密瓜集中产地
。

在粮果
、

粮瓜等综合利用方式上颇具特色
。

(八 )寒带一暖温带高山牧农区 土壤呈微酸性至中性
,

属高原寒带气候
。

年均温 一 3一 3℃
,

> 10 ℃积温 80 一 1 00 ℃
,

年雨量 1 00 一 1 40 毫米
,

全年无霜期 80 一 1 00 天
。

一年一熟
,

以青棵
、

小

麦为主
,

是中国主要的山地牧业区
。

本区耕地甚少
,

产量极低
。

但藏南河谷地区却适种水稻
、

玉米与冬小麦等作物
,

实行水早与早作两熟制
。

稻田分布在海拔 2 0 0 0米以上的地方
,

同时可

种植多种亚热带经济林木与果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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