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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认为
,

发挥 找国 自然资源的优势
、

防灾除害
、

改土培肥及实行农林牧结合和立体农业是促进我国农业持

续发展的措施
。

我国农业正处于伟大变革时代
,

情况十分严峻
,

值得深入探讨
。

这是因为我国人 口 已超

过 n 亿
,

又临人口 增殖盛期
;
人均耕地少

,

可耕荒地有限
,

人地矛盾突出
。

虽然我国以 7 %

的世界耕地养活着世界 1 / 4的人口
,

但还有约 1 / 1 0的人 口的温饱问题尚待解决
。

从整体来说
,

食品供应仍处于低级水平状态
,

值得认真对待
。

过去的3 0多年
,

走了一段
“
以粮为纲

”

的路
,

今后该怎么走下去 ? 粮食增产的后劲在哪里 ?

能否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
,

使林
、

牧
、

副
、

渔各业同时发展 ?能否在发展乡镇工业的同时
,

做到工农互补
、

协调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将我国传统农业转移到现代化农业的

轨道上来
。

即既保证粮食持续而稳定地增产
,

而又能充分利用各类土壤资源
,

做到因土种植
,

地尽其利
; 既能以充裕的粮食和其它食品满足人们的需要

,

又能以丰富的土
、

待
、

名
、

优产

品供应全国
,

并打开国际销路
。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用科学技术新成就充实农业
。

一
、

发挥自然资源优势

如何认识我国 自然资源 ? 是盲目地称
“

地大物博
”
? 还是贬之为

“

地大而物不博
”
? 这两种

论点都不够全面
。

应该认识到
,

我国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

且有独特之处
,

兹举例说明之
。

例一
,

我国的热带
、

亚热带地区 由于东
、

南两面滨临海洋
,

东南季风不断输入湿润气流
,

形成高温高湿生境
,

各类红壤均为多层常绿阔叶林被覆
,

是柑桔
、

龙眼
、

荔枝等优良果品以

及油茶
、

油桐及茶叶的产地
。

我国 90 %以上的稻米生产于本区
,

年可收二
、

三季
,

水源充足

处
,

拾阶而上修筑梯田
,

种植水稻
。

而地球上同纬度的其它地区
,

由于受亚热带高压下降气

流控制
,

而处于干热沙漠生境
,

难以从事农业生产
。

例二
,

青藏高原雪线后退至5 0 0 0米以上
,

在海拔 3 6 0。米的拉萨河谷
,

仍可生产小麦与青

棵
,

而且还能高产
。

这是 由于高原位于低纬度高海拔条件下
,

其下垫高
,

其承受的大气幅射

能力强
,

又有湿润气流不断输入
,

改善了水热条件拼 玫
。

例三
,

西北极端干早的沙摸戈壁区
,

横互着天山等高大雪山
, “

立体水库
”

的高山融雪水

以
“

坎儿井
”

方式灌溉着两侧平原
,

形成一系列绿洲沃野
,

成为棉粮瓜果产地
。

此外
,

号称
“
夭府之国

”

的四川盆地 以及各大江
、

河下游的大平原区
,

均具有优越而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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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条件和 自然资源
,

只要经营得当
,

其承载能力还是相当惊人的
。

二
、

防灾除害

(一 )加强自然灾害预测预报 在我国
,

周期性的早涝
、

风暴
、

冷热变化严重影响着农业生

产的稳定性
,

有时甚至绝产
。

如西北
、

华北地区的春旱
,

引起土壤干早
,

导致幼苗死亡
;
长江中

、

下游谷地的春寒阴雨
,

造成水稻秧苗迟发
、

烂秧以至减产 ; 黄淮海平原在小麦乳熟期
,

偶遇

干热风
,

则会严重减产
。

对这些经常性或偶发性不利气象进行预测预报
,

可以减轻灾害造成

的损失
。

(二 )合理分配水资源 建立节水农业 我国大气降水与地面水资源在地区及季节分布上

很不均匀
。

在一些地区
,

水资源缺乏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致素
。

从宏观上来看
,

我国

人均或田均拥有的水量均很低
。

但在干早地区经常由于灌水量过大而引起土壤次生盐化
。

因

此
,

必须实行节水农业
,

即改变过量灌水 (大水漫灌 )为节约用水
,

合理用水
,

尽量采用滴灌

与喷灌
,

用少量的水资源
,

尽可能灌溉较多的农田
,

实行一水多用和重复利用
。

在国外的某些

缺水地区
,

除有喷灌设施外
,

还投资安装了滴灌系统及管道引水
,

用于灌溉与改 良盐土
。

做

到
“
四水

”
(降水

、

地表水
、

地下水与土壤水 )的合理利用与转化
。

尽一切可能减少水分的耗损

与浪费
,

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
。

(三 )防洽土壤傻蚀 合理利用山地 我国是多山之国
, 2邝的国土为山丘所占据

。

由于山

地林木过度砍伐
,

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

全国水土流失的面积达 1 50 万平方公里
,

是世

界上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家之一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已严重的影响着黄河下游广大平原的农业

生产发展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
。

我国南方有红色丘陵
、

花 岗岩山地和石灰岩山也
,

紫色土

丘陵的侵蚀区
,

侵蚀模数已高达 4 0 0 0一 7 0 0 0吨 /平方公里
。

值得引起重视
。

土壤侵蚀导致山丘土壤性状退化
,

生产力衰退
,

沟谷农田遭到沙压
、

沙埋
,

生产力下降

3 0一 7 0%
。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

主要是只重视农业
,

而对山丘只作为伐木
、

樵薪场所
,

很少

重视山地的合理利用与经营管理
。

因此
,

加强山丘地区林木草被保护
;
对林木合理经营

、

采伐与

更新 , 对经济林木
、

果品和适生草类精心培育和合理搭配种植
,

是控制土壤侵蚀的重要措施
。

(四 )改 良盐碱土与沼泽土 我国滨海平原及华北大平原以及北方山丘的沟谷中
,

由于地

下水位浅
,

矿 化度高
,

而形成盐碱土
。

愈趋西北其土壤积盐程度也愈重
。

据估计
,

全国约有

5 亿亩土地发生盐化
。

黄淮海平原在 50 年代盐化土壤面积曾达 6 0 0 0万亩
,

经过综合改 良利用
,

已有半数改好
。

但在丰水年
,

水文状况发生变化而水位升高时 (或因人为管理不善 )
,

仍有返

盐的可能
。

因此
,

对盐碱土改 良利用
,

应具有综合治理观点及长远的思想
。

在东北平原及江南低洼平原中与沟谷低部
,

由于局部土壤水分长期停滞
,

形成了沼泽化

与潜育化土壤
,

在系统排除土壤中滞水
,

降低水位后
,

生产才会有所发展
。

江苏里下河地区

沤田经改早后
,

改善了土壤水分状况
,

生产才有了明显的发展
。

三
、

改土培肥

要使我国农业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
,

就必须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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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抓好中
、

低产土壤的改良 中低产田土壤之所以产量不高
,

既有上壤本身性质中存

在的障碍因素如过酸
、

盐碱
、

粘盘层
、

石灰盘层
、

白土层
、

灰化层
、

漏沙层
、

过粘开裂层以

及营养元素缺乏
、

有机质缺乏等等 ; 也有因土壤环境因素而影响到土壤肥力的发挥
,

如干早
、

过湿所引起土壤性状的恶化
。

人类通过应用科学技术成就定向培育土壤
,

使之向适宜于作物

生长 的方向发展
。

具体来说
,

生产者借助栽培
、

耕作
、

施肥
、

轮作
、

灌溉
、

排水等措施提高

土壤肥力
,

使低产田变中产
;
中产田变高产

;
高产田更高产

。

反之
,

人们对土壤的不合理利用
,

会诱发水土流失 (或风蚀 )
、

次生盐化与沼泽化
,

或肥

沃的土层被沙埋
、

遭污染等等
。

此外
,

对土地只种不养会促使土壤有机质大量耗损
,

土壤肥

力发生逆向演替
,

导致地力衰退
。

近年来
,

粮食产量徘徊不前
,

与此不无关系
,

值得警惕
。

熟制不同也会导致产量上的差异
。

有的地区为一年三熟区
,

但 3 季总收获量还不足 50 0公

斤 /亩
; 而某些一年二熟区

,

产量可达 1 0 0 0公斤 /亩 ; 但部分双季稻地区
,

一年还收不到 30 0公

斤 /亩
。

这种条件基本相似
,

而产量相差悬殊的情况
,

尚可举
“

黄河百害
、

唯富一套
”

的几个黄河

中游灌区为例
,

后套平原与银川平原均系由引黄淤灌而成的主要粮产区
。

建国初期
,

后套的

粮食曾供应北京
,

但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发展不快
,

而银川平原
,

由于重视了水利土壤改良与

农业耕作土壤改良后
,

盐土面积明显减少
,

粮食产量做到 自给有余
,

还可供应缺粮的宁南 山区
。

这一事例说明
,

即使在土壤和其它 自然条件相似 的地区
,

也可能受其它原因的影响
,

而使农

作物产量有所差异
。

但只要有针对性地对土壤限制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
,

作物产量就有可能

持续的增长
。

(二 )集约耕作下的改土培肥 我国农业历史悠久
,

但土壤仍久耕不衰
,

这可能与儿千年

来持续不卜地大量施用各种有机肥料有很大关系
。

在北方旱作区
,

人们总是把秸杆
、

人畜粪

便与土壤混合沤制成堆肥施入土壤
,

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和氮
、

磷
、

钾不断的得到补充
。

在南方
,

农民们将由人畜粪便
、

稻草及大量河泥混合沤制成的草塘泥
、

乙肥施入田中
,

使

有机物和养分元素返回田间
,

以保持土壤肥力水平
。

在陕西省
,

号称
“

八百里秦川
”

的渭河谷地区
,

素有种植牧草的习惯
,

其中以首蓓为主
,

以

其饲养牲畜
,

终于培育成体型高大的
“

秦川牛
”

与
“

关中驴
”

等优良家畜 品种
。

但在推行
“

以粮为

纲
”

的年代里
,

这种粮草轮作的方式被忽视
, “

秦川牛
”

也因饲料不足而体型 明显变小
。

在 50 年代
,

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有近 30 %的田块种植若子并以其沤制草泥塘
。

但近几年

来
,

绿肥面积大大减少
,

势必要影响土壤内部的物质循环
。

根据我国目前农业投入水平
,

如

果不重视有机肥料的积制和施用
,

必将会影响地力的平衡和作物产量的提高
。

总之
,

农业生产中实行有机与化肥并施
,

建立有机一无机搭配施用的体系
,

是获得稳产

高产的保证措施之一
。

四
、

实行农林牧结合和立体农业

(一 )建立农林牧结合综合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 粮草轮作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国际上农业

生产上的一大变革
。

这种饲养业与种植业 (粮食 )的结合
,

必然得到粮畜并茂的结果
。

上地实

行粮草轮作
,

既增加了牧业 收入
,

也增加了有机肥料改良了土壤
,

做到农牧并举
。

从内涵上

来说
,

这是一种充分利用自然潜力和作物多能互补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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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干旱
、

半干旱地区
,

水资源十分缺乏
,

在农牧交错地带
,

建立防护林有利于农作物

生长
。

地处半干旱区的黄淮海平原 中部
,

如能营造林带
、

林网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

(二 )实行立体农业 立体农业又称层状农业
,

它有两层意义
:
一是充分利用空间

,

使高

秆与矮生作物套种
,

如玉米与大豆套种
,

果树行间种植矮秆作物等等 ; 另一概念是适应山丘

地形起伏的特点
,

合理布局农
、

林
、

果
、

桑
、

茶以及多种种植
,

其中林下种少份药材就是一例
。

南方丘陵区面积十分广阔
,

而目前只有 10 %的谷地种植水稻
,

其余山丘均作为樵薪材与自然

放牧场所
,

这是对丰富的水热资源极大的浪费
。

如能 以丘间小支沟起
,

逐级建立山塘
、

小水

库
,

可将年 15 o o m m 上下的降水拦蓄
,

用于灌溉与养鱼
。

在丘陵坡面上
,

按 不同坡度 与 土

性
,

分别种植茶
、

柑桔及其它适生干鲜果类 以及油茶
、

油桐
、

适生竹木
。

并在一定坡面与沟

谷中种草养鱼
,

发展草食家畜
,

以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牧业生产基地
。

在丘睦顶部及 陡坡部

分可营建针阔混交林或纯杉林
,

成为林业基地
,

一般 10 一 20 年后可获收益
。

高山更应采用立

体经营方式
,

这是因为我国山系大都经受第三纪末期以来不断上升的影响
,

在不同高度山体

上
,

均可见到明显的平缓阶地分异
。

云贵高原
、

四川盆地在不同高度山地平缓阶地上
,

接受

了上级山坡林地中流 出的水源
,

长期以来
,

在土层深厚的不同高度平缓阶地上建立了稳定粮食

生产基地
。

闽西山区的梯田种稻
,

因而成为该省重要的粮食产地
。

湘西与贵州东部接壤区的不

同高度的平缓阶地上
,

也是重要农区
。

当然
,

山地虽应以林为主导生产
,

但也不容忽视在一

定条件下建立粮食生产基地的可能
。

至于云贵高原各级平缓阶地上的一些天然草地 (并非毁林

后的次生不可食性草类 )亦有发展牧业的前景
。

但在云贵高原海拔在 2。。。米上下的山地里
,

其

生境颇适苹果生长
,

所产苹果果实虽小而风味颇佳
。

目前我 国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刻
。

其主要标志是充分运用近代科学技术

成就
,

以适量物质与能量投入
,

发挥与调动 自然优势
,

进行能量转换
,

做到多能互补
。

克服
、

抑制并改造大自然所固有的障碍与限制因素
,

使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稳定而协调发展的轨道
,

为

2 1世纪的新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

, 户、 一 八 . , 、 。 司传
、 月户 . 乌 产沪 一

, 户 、 一 声

一
` 产份 . 、 声 护 . 、 内讯 、 氏 矛 肾气 子 `

气 …
、 产 J . ` 产山 向` 产碑 几 、

(上接 22 9页 )看
,

目前我国土地资源在数量与质量上的消极变化是主要的
,

加之人口的失控
,

使

得土地资源问题更加严峻
。

因此
,

结合世界土地资源 的全球变化
,

对我国土地资源在人为利用

条件下的变化进行深入地研究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保护环境
,

则是十分重要的
。

参 考 文 献

〔 1〕 赵松乔
,

我 国 自然资源的形成 和分布
,

自然资源学报
,

第 1 卷
,

第 1 期
,

19 8 60

〔 2〕 陈国南
,

2 0 0 0年我国耕地资源的可 能变化及对策
,

自然资源
,

第 i 期
,

19 87
。

〔3〕 石玉林等
,

中国宜 农荒 地资 源
,

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
,

19 85
。

〔4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维研究所
,

中国上维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7
。

〔 5〕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黑龙江队
,

黑 龙江省与内蒙古 自治区东北部土烧资源
,

科学 出版社
, 19 8 2 。

〔 6〕 韩江
、

刘兴文
,

夭然文岩渠流域主要低产土族资砚的现状和历史演变的遥感分析
, 《黄 淮海平原 治理与开发研究

文集》 ,
19 8 7

。

〔7〕 朱展达
、

刘想
,

中国北方地 区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划
,

中国林业 出版社
,

1 9 8 1
。

〔幻 汪汇海
,

西双版纳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 及其合理利用途径
,

自然资源 ,

第 2 期
,

1 9 8 3
。

2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