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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低丘岗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策略

何 园 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1 200 0 8)

摘 要

分析了红壤低丘岗地区的自然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提出了红维低丘岗地区农业发展的战略及主攻方

向是建立 -个布局合理
、

结构协调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 ;实施立体种植
,

种养结合模式以及配套的农业增产

技术
.

合理开发冬季农业资源
,

充分利用早地
.

努力绿化山丘岗地
,

实行链式养殖技术
。

关键词 红坡低丘岗地 ; 农业持续发展 ; 综合农业生态体系 ; 链式养殖技术

以低丘红壤为主体的土地资源在我国南方特别是在江西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该区气候

温暖
,

雨量丰沛
,

生物物质循环活跃
,

土壤和生物类型多样
,

具有巨大的生物产量潜力
,

是

我国南方农业综合开发与经果发展的重要基地
,

但长期以来
,

由于布局不合理
,

土地资源遭

到极大的破坏
,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的巨大潜力远未发挥出来
,

人们仍自觉和不自觉地继

续开垦荒地
,

维护和发展沟谷型农业
,

使林果业及养殖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

造成环境

的进一步恶化
,

农业的后续发展失去天然屏障
。

因此
,

认真研究低丘岗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

布局及其发展战略
,

科学地综合开发红壤资源
,

是提高土地承载力
,

改善生态环境
,

缓解人

粮矛盾
,

促进
“

脱贫致富
”

的根本出路
。

1 低丘岗地区的资源特点
1

.

1 自然条件

余江县位于赣东北山区向都阳湖平原过渡地带
,

是我国中亚热带红壤低丘岗地的典型地

区
。

1
.

1
.

1 水热资源丰富
,

时空分布不均
,

季风气候年际变化大 年均温 17
.

6℃
,

年均日照

1809
.

s h
,

年均降雨量 1 7 4 1~
,

主要集中在 3一 6 月 ; 平均 2
.

3 年有一次伏早或秋早
,

6 年

有一次伏秋连旱
,

2一3 年出现 一次洪涝1[]
,

因此
,

频繁与交替发生的渍
、

早是影响该区产

量波动与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子
。

1
.

1
.

2 土地面积大
,

以低丘岗地为主
,

侵蚀严重
,

质量低劣 这类土地资源面积达 2 亿

亩
,

丘岗多为马尾松疏林和草被
,

与 50 年代相比
,

不仅侵蚀面积增加了 144 %
,

而且中
、

强度侵蚀增加了 3 倍
。

耕地广种薄收
,

冬绿肥面积几乎减少一半
,

化肥投人量少
,

且不合

理
,

导致土壤养分储量低
、

酸度大
,

磷
、

钾特别缺乏
,

中低产田占 23/ 以上
。

1
.

1
.

3 生物种类繁多
,

人为破坏严重加速植被逆向演退 余江县覆被率由 50 年代的

34 % 下降到 80 年代的 15 %
,

随着土地大面积开垦
,

加剧了常绿阔叶林向马尾松稀树草坡的

逆向演替
。

此外
,

该区已发现优良果树品种近百种
,

但多为零星分布
,

产量低
、

质量差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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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潜力十分巨大
。

1
.

1
.

4 山塘水库面积大
,

人放天养
,

产值低 余江县河流和山塘水库面积达 8 5 5 0ha
,

占

总土地面积的 9
.

9%
,

其中养殖水面占总水面的 74
.

2 %
。

长期以来
,

人放天养或天放天养
,

水体酸瘦
,

产量不足 4 0k0 g / ha
。

1
.

2 社会经济条件

人多地少
,

种植业比重大
,

传统耕作
,

劳动效率低
,

经济落后
,

劳力过剩
。

余江县人均

占有耕地 0
.

0 67 h a ; 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31
.

8%
,

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 60 %
,

粮

食产值占总产值的 63
.

4% ; 农业生产基础较好
,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90
.

8%
,

但生

产水平低
,

加上荒地资源面积大
,

因而增产潜力十分巨大
。

2 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

.

1 结构布局不合理
,

单 , 经营占主导地位 占土地总面积 60 % 的山丘
,

只创造占总产

值 6
.

5 %的产值
,

而不到 16 % 的耕地创造占“
.

2 % 的产值
。

2
.

2 利用方式不合理
,

土地资源日益退化 不适当的人为措施加剧了丘岗水土流失
,

使

荒地面积不断扩大 ; 掠夺式经营
,

土壤酸
、

瘦
、

板
、

粘等使农田退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

2
.

3 农业投入不合理
,

生产水平低
一

平均每年投资尚不到 700 元 / ha
,

主要投人农田
,

而

山丘岗地投人极少 ; 良田
、

良种
、

良制和良法综合配套技术差
,

农村人均收人仅 1 000 元
。

另一方面
,

劳力投人减少
,

精耕细作程度降低
,

加之水利排灌设施严重失修
,

农村的抗灾能

力下降
。

2
.

4 经营管理水平差 种
、

养
、

加工
、

产
、

销未能一体化
,

而是环环脱节
,

单纯出售原

料
,

加工和销售环节特别薄弱
,

因而经济效益低
,

继而又影响对农业的投人
。

.2 5 水肥矛盾突出
,

制约农业持续发展 红壤早
、

瘦
、

酸
、

蚀
、

粘
、

板
,

但最主要是水

和肥的向题
。

由于降雨的季节性差异和土壤的理化性质导致早
、

涝
、

演害发生
,

特别是伏秋

旱
,

是农业产量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 由于地表侵蚀
,

作物搭配不合理以及施肥不当
,

导致红

壤
“

体质虚弱
” ,

而有机肥投人过少是红壤低产的根本因素
。

3 农业持续发展策略和开发模式
3

.

1 发展战略

根据以上的特点和向题
,

本区农业发展战略是
:
进一步经营好现有耕地

,

大力开发低丘

岗地和水资源
,

振兴林果业
,

促进农牧渔业持续发展
,

建立一个布局合理
,

结构协调的综合

农业生态体系
。

要实现这一战略
,

必须实行以下 4 个转变
:

(1) 由单纯经营耕地转变到同时

大力开发利用低丘岗地和水资源 ; ( 2) 由粗放经营转变到集约经营 ; ( 3) 由只注重抓生产转

变到同时注重抓生态
,

实现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的统一 ; (4 ) 由单一的原料生产
,

转变到生

产
、

加工和销售综合经营 2[]
。

3
.

2 开发模式
3

.

2
.

1 开发利用红壤遵循的生态学原则 [3 〕

( 1) 适应性原则 生态系统内部的各种生物首先必须适应环境条件
,

其次生物在生长

过程中对环境进行维护和改造
,

同时
,

人为的对生物和环境的干预可改变环境对生物的选择

以及生物对环境适应的自然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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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样化原则 生态系统的演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内的生物种类和结构

的多样性
,

这在抗御外界干扰和 自然灾害
、

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自我恢复方面有着重要意

义
。

红壤的综合开发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效
、

和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

而人为干预的许多活

动往往又使这一系统受到影响
,

尤其是在单一经营的条件下
,

它将演变成一脆弱的生态系

统
。

( 3) 食物链原则 物质能量多重利用的食物链是一般生态系统内生物长期生存并不断

发展的基本方式
,

系统内物流
、

能流效率是衡量一个生态系统优劣的重要指标
。

目前
,

低丘

红壤区之所以脆弱
,

其内因就在于缺乏资源能量物质的多重利用的食物链机制
。

因此
,

优化

的农业生态模式应该包括林草
、

果作
、

粮食和养殖等生态单位
,

并由猪
、

羊
、

牛
、

畜等进行

调控
。

( 4) 持续利用原则 这主要包括高效与和谐两个相反的侧面
,

即高经济效益和发展速

度
,

和谐的生态和经济稳定性
。

对区域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人工生态经济系统来说
,

持续利用

就表示为系统的生产力水平
、

系统的稳定性以及生态
、

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都表现出高水平

和稳定的持续增长
,

使资源开发的前期
、

中期和后期都有良好的生态经济效益
。

因此
,

在组

合和利用上首先应以红壤低丘岗地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及经济技术条件为考虑对象
,

其次应

以红壤资源综合开发治理
,

合理农业布局
,

充分发挥低丘岗地的潜在优势
,

促进农业稳定发

展为目标
。

同时要根据低丘岗地的地形部位和土壤肥力特性进行合理农业布局
。

3
.

2
.

2 开发利用红壤的基本模式

3
·

2
.

2
.

1 立体种植模式

对于丘岗地来说
,

养分状况差异较大
,

应从综合利用观点出发
,

保持水土
,

增加肥力
,

实行立体复合农业模式
。

中上部为水土流失段
,

土壤贫瘩
,

应以林草为主
,

包括用材林
、

薪

炭林
、

水保功能强的灌木和草类 ; 下部是水土积累段
,

土层厚
、

肥
、

润
,

以农作为主
,

如水

稻
、

小麦
、

蔬菜等 ; 中部为水土过渡段
,

主要发展经果
、

经作
,

是低丘红壤区最具发展潜力

的部分
,

再加之塘库中养鱼
,

从而形成
“

顶林
、

腰果
、

谷农
、

塘鱼
”

的立体种植和种养结合

模式 [4 1
。

在上述模式的每个亚系统或层段中
,

应实行林 (果 ) 农
、

农 (果 ) 肥
、

不同林
、

果间的

间套混作
,

使高矮
、

生育期
、

营养需求不同的植被形成适生互补的共生群落
。

因而可提高土

壤肥力
、

增加经济效益
、

改善生态小环境
,

并充分挖掘红壤资源潜力
。

.3 2
.

2
.

2 种养结合模式

丘岗地实行立体种植后
,

应发展畜牧业
,

并带动养殖业的发展
,

实行种植业和养殖业的

有机结合
。

因此
,

在临近塘库边应建造养猪 (鸡
、

鸭
、

鹅 ) 场
,

以猪
、

禽为种养结合的纽

带
,

林草枯叶
、

配合饲料喂猪
、

禽一猪
、

禽粪尿制沼气一沼肥人塘养鱼
、

育珍珠一塘泥还

田
,

形成草一猪 (禽 ) 一沼一鱼一果 (粮 ) 食物链 s[]
。

在这个模式中
,

必须考虑水面的立

体利用和猪 (禽 ) 粪尿的合理调节
,

以期达到理想的效益
。

(1 ) 水面立体利用 在池塘水库内
,

应考虑实行藕
、

珍珠
、

鱼的结合
,

池库边缘植

藕
,

稍深处养珍珠
,

中心放养食源各异的链
、

鳍
、

草
、

鲤鱼
。

除粪尿投放外
,

还应注意种草

养鱼
,

因为粪尿的投放主要促进缝
、

缔鱼等滤食性鱼类的生长
,

草料投放则可增加草食性鱼

类的比重
,

促进立体放养
。

( 2) 合理调节 一般来说
,

南方山塘水库较酸瘦
,

产量低下
,

必须投人一定量的粪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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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牧草
。

在一定的范围内
,

随着粪尿与牧草投人量的增加
,

鱼产量大幅度提高
,

特别是以浮

游生物为主食的缝鱼等滤食性鱼类生长较快
。

但粪尿和牧草投入量并不是越多越好
,

随着投

放量的增加
,

水中氨离子浓度增加
,

p H 增加
,

引起泛塘烂肠死鱼现象
,

继而影响鱼的产量
。

因此
,

必须定时测定水质
,

确定鱼塘面积与饲养猪 (禽 ) 数量及投人牧草的合理比值
。

3
·

2
·

2
.

3 农业增产技术

在实施上述模式时
,

还必须实施一些农业生态技术
。

如农林间作技术
,

覆盖免耕技术
,

猪
、

鱼调控技术
,

恶性杂草防除技术
,

专用肥
、

微肥技术以及主要果树的引种和栽培技术

等
。

这些技术促使模式的结构
、

功能更趋于合理和优化
,

使之减少资源浪费
,

更有效地利用

光
、

热
、

水
、

土资源
,

加速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速率
,

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

降低投

人
,

增加系统生物量
。

4
。

1

当前农业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

开发冬季农业资源和改造中低产田 在江西省的低丘红壤地区
,

从耕地看
,

仍以水

田为主
,

占 84
.

7 %
,

旱地只占巧
.

3 %
,

但是从进一步增产潜力看
,

水稻的双季稻模式已基

本确定
,

增产潜力不大
,

应推广小麦
、

油菜
、

大麦等冬作
,

也就是说在冬季农田利用上仍有

潜力可挖
。

除此以外
,

只有靠合理施肥及合理栽培措施
,

改造中低产田
,

增加产量
。

4
.

2 充分利用旱地资源 旱地的可能利用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

如以林果为主的柑桔
、

弥

猴桃
、

板栗
、

茶等
,

以油料作物为主的花生
、

油菜
、

芝麻等 ; 以粮食和饲料为主的旱稻
、

小

麦
、

玉米
、

大麦等
,

由于粮食向题始终是我国第一位必须解决的问题
,

以及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
,

畜牧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

因此
,

在早地必须发展一些粮食和饲料作物
,

同时可

以避免早地种植单一化
,

以及躲避灾害年所造成的毁灭性损失
。

4
.

3 绿化山丘岗地 江西省山丘岗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70 % 以上
,

而这部分生产的产值

却很少
,

增产潜力很大
,

同时
,

绿化荒山可以为农业发展积累资金 (长期 )
,

可以解决燃料

问题
,

推动全省农业养分再循环
,

防治水土流失
,

增加土壤水肥利用率
。

因此
,

绿化荒山是

农业持续发展
,

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
。

4
.

4 发展链式养殖技术 以养猪场带动鱼塘形成猪一鱼一珍珠的链式养殖
,

并利用精粗

饲料搭配加进 30 % 的青饲料
。

每公顷水面投放 65 头猪的粪尿
,

其余施人农田
,

种养结合
,

效果最佳
,

除牲猪收人外
,

鱼产量逐年增加
,

单产由 198 7 年的 14
.

s k g /亩
,

增加到 1 992 年

的 130
.

Z kg /亩
。

4
.

5 推广农业生态模式 辅以良田
、

良种
、

良制和良法配套技术和措施
,

增加收人
,

改

善人们居住环境
,

解决人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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