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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冬季农业的战略地位及开发模式

黄国勤
(江西农业大学 南昌 00 33 45)

张桃林 赵其国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摘 要 南方冬季农业是种植业的起点和基础
,

合理开发南方冬季农业
,

有利于促进整个农业的持续

发展
。

目前
,

我国南方冬季农业开发模式主要有
:

( 1) 间混! 合型
; ( 2) 结构优化型

; ( 3) 农牧结合型 ; (4 )高产高

效型
。

本文对上述各模式进行了较为深人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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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略地位

我国南方冬季农业在整个农业生产中
,

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已成为

农业生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1
.

1 南方冬季农业是种植业的起点和基础

南方冬季农业生产不仅关系到当季的粮
、

油
、

肥
、

饲生产
,

而且是夏
、

秋季农业生产的起点
,

对全年种植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1
.

1
.

1 发展冬季农业
,

有利于解决作物间的争地矛盾

在南方农业生产过程中
,

经常存在夏
、

秋季的水稻
、

大豆等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棉花
、

油

料等 )和饲料绿肥作物争地的矛盾
,

尤其是大力发展水稻常导致挤占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

造

成除水稻以外的其他粮食作物和经
、

饲作物无地可种或种植面积过小的局面
。

发展冬季农业
,

可使作物间
“

空间
”

争地的矛盾
,

从
“

时间
”

上得以解决或缓和
。

如冬种小麦
、

大麦
、

蚕豆
、

豌豆等

春粮作物
,

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夏秋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冬种油菜
,

亦可减少花生
、

芝麻等油

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

从而有利于优化南方全年作物的种植结构
,

使冬种作物做到
“

各得其所
,

协

调发展
” 。

1
.

1
.

2 发展冬季农业
,

有利于解决用地和养地的矛盾

既充分用地
,

又积极养地
,

做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
,

这是发展农业生产
、

建立合理耕作制度

的基本原则
,

也是保证土地永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和保证
。

在南方种植业生产中
,

夏秋季种植的

作物如水稻
、

棉花
、

玉米等大多是消耗地力的作物
,

其种植过程中对地力的消耗很大
,

尤其是进

人 80 年代以后
,

种植作物过分依赖化肥而忽视有机肥
,

这对土壤结构和土壤肥力均有较大影

响
,

不利于恢复
、

培养和提高地力
。

发展冬季农业
、

冬季种植作物绿肥 (紫云英
、

肥田萝 卜)
、

油

菜和蚕豌豆等
,

并将其秸秆全部或部分还田
,

有利于生物养地
,

不断改善土壤结构
,

增加土壤有

机质和提高土壤肥力
,

真正做到用养结合
,

地力常新
。

1
.

1
.

3 南方冬季农业是种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从 29 4 9一 19 9 3 年
,

春粮总产从 1 1 只 10 4 t
,

增加到 5 0 丫 1 0 4 t 左右
,

均占到当年全年粮

食总产量的 巧 % 一 20 % 以上 ; 江苏省粮食总产量中有 40 % 左右来自春粮 ;安徽省每年春粮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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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面积达0 30 0 一4 0 0 0 x0 1月
亩以上

,

占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的 30 % 一40 % 1j[
。

1 9 9 3 年
,

我国

南方共生产春粮 3 91 6
.

7 x 1 0` t
,

占南方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16
.

3% lt)
。

可见
,

南方冬季农业是

种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冬季农业的增产增收
,

对实现南方全年粮
、

棉
、

油的高产
、

稳产和持续

增产至关重要
。

1
.

1
.

4 冬季农业是全年种植业的起点

冬季作物生育期的长短及养地效果的好坏
,

直接影响到夏秋季作物的种植
。

如实行
“

油一

稻一稻
”

三熟制种植模式
,

冬作油菜生育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到早稻乃至晚稻的栽插和收获
,

故

在生产上宜选用生育期适当
、

相互搭配的品种
。

1
.

2 合理开发南方冬季农业
,

有利于促进整个农业的持续发展

1
.

2
.

1 发展冬季农业
,

有利于实行农牧结合
,

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农牧结合是农业发展过程的产物
,

在我国南方既有历史传统又有现实意义
。

种植业为畜

牧业提供饲料
,

畜牧业为种植业提供肥料
,

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

有利于形成高产高效
、

增产

增收和良性循环的农一牧业系统
。

在南方稻区
,

发展冬季农业
,

冬种绿肥
、

油菜
、

大麦
、

蚕豆
、

豌豆等
,

有利于增加饲料供应量
,

促进养猪业的发展
。

冬种绿肥紫云英是一种豆科绿肥作物
,

其营养价值高
,

干物质中蛋白质含

量丰富
,

且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
,

鲜嫩多汁
,

适 口性好
,

是一种优质青饲料
。

油菜籽饼含蛋白质

35 %一 47 %
,

还含有各种氨基酸
,

以及粗脂肪
、

纤维素
、

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
,

是家畜的优质饲

料
。

世界上 70 %一 80 % 的大麦用于畜禽饲料
,

中国进人 80 年代以后
,

在大麦消费量中饲料占

70 %
。

小麦的麦鼓和蚕
、

豌豆的秸秆等均是较好的饲料
。

可见
,

发展冬季农业
,

可以生产多种

优质饲料
,

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

以提供优质的畜产品 ; 同时畜牧业还能为种植业提供优质的有

机肥
,

这又有利于发展冬季农业
,

促进整个种植业的发展
,

真正做到农牧双丰收
。

1
.

2
.

2 开发冬季农业
,

可以带动和促进农村加工业
、

食品工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
,

从而推动和

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全面
、

持续发展

开发冬季农业
,

生产出更多的大麦
、

小麦
、

油菜籽等农产品
,

这些产品既是粮食作物
,

也可

以称作
“

经济作物
” ,

开发利用得好
,

可以建立起相应的食品工业
、

饮料工业和饲料工业 ;油菜作

为经济作物
,

仅一次生产
、

一次加工
,

就具有油
、

肥
、

蜜
、

饲料等多种效用
,

在这些效用中
,

有些具

有一次性使用价值
,

有些则可以多次利用
。

可见
,

开发冬季农业
,

既能直接促进饲料工业和食

品工业的发展
,

又可带动加工业的发展
,

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消化和转移
,

对于促进农

村经济全面和持续发展
,

具有长远意义
。

1
.

2
.

3 合理开发南方冬季农业
,

对促进整个农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合理开发南方冬季农业
,

不仅能提高农业生产力
,

提高经济效益
,

充分利用冬季的光
、

热
、

水
、

肥
、

气
、

劳力
、

畜力和机械等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 ;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农业资源
,

防止自

然灾害
,

减少水土流失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 1) 合理开发冬季农业
,

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

保护土地资源 种植冬作物绿肥
、

油菜
、

大

麦
、

小麦
、

蚕豆
、

豌豆
、

马铃薯和冬季蔬菜等
,

增大了农 田冬季地面覆盖率
,

有利于保持水土
、

减

少水土流失
,

尤其对南方坡耕地效果更加明显
。

( 2) 合理开发冬季农业
,

可以做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①冬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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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养地作用
。

如冬种紫云英
、

油菜
、

大小麦
、

蚕豌豆
、

马铃薯和冬蔬菜等均有

不同程度的养地作用
。

③在种植冬作物过程中
,

还常常通过轮作
、

少耕
、

免耕
、

深耕
、

中耕等农

业技术措施来调节和协调土壤肥力因素间的关系
,

以达到养地 的目的
。

③通过人工投人辅助

能
,

如施用化肥
、

投人有机肥
、

作物秸秆还田
、

施用土壤改良剂等
,

均能较大幅度地恢复和提高

土壤月巴力
。

( 3) 合理开发冬季农业
,

具有稳产高产
、

持续增产和防御自然灾害的作用 发展冬季农

业
,

增种各种冬作物
,

增加了农田生物的多样性
,

使农田生态系统的结构趋于复杂
、

功能趋于完

善
,

因而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作用加强 ;发展冬季农业
,

使其高产稳产
,

也必须重视农田基本建

设
,

改善水利设施
,

以利于防止早涝灾害
。

可见
,

合理开发冬季农业
,

对实现冬作乃至全年的高

产
、

稳产和持续增产以及防止自然灾害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

2 开发模式及其效果

根据作者近年来的调查和研究
,

我国南方冬季农业的开发模式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

2
.

1 间混复合型

将冬季油菜与绿肥紫云英间混作
,

既是开辟我国南方油料来源
、

提高土壤肥力的重要措

施
,

又是解决冬季油菜与绿肥争地的良好方法
。

实践证明
,

在南方实行这一冬季农业开发模

式
,

具有显著的增产增收和培肥地力的效果
:

( 1) 增加油料产量
。

实行油菜与紫云英间
、

混作后
,

可以扩大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

提高

单产和总产
,

并能解决扩大绿肥与油菜争地的矛盾
。

据在江西调查 t21
,

萍乡国营农场在双季

稻田采用油菜与紫云英 (未翻耕 )混作
,

平均每亩收油菜籽 36
.

25 k g
,

收紫云英鲜草 1 5 5 0 k ;g 江

西广丰县在晚稻收获后
,

翻耕整地
,

棍播油菜与紫云英
,

平均亩收油菜籽 55 k g
,

收紫云英鲜草

1 1 0 0 k g ;临川县油菜与紫云英间
、

混作
,

每亩收油菜籽 2 5一 4 o k g
,

紫云英鲜草 12 5 0一 1 7 0 0 k g ; 而

单作油菜
,

每亩收籽也只 27
.

5一 41
.

3k g
,

单播紫云英
,

好的亩产 25 0 0 k g
,

中等的 10 0 0一

巧 0 0 kg
,

低的只有 40 0一 45 0 k g 。

这充分表明
,

油菜与紫云英间棍作
,

既能收籽榨油
,

又可沤紫

云英肥田
,

可以增加收人
、

开辟肥源
。

( 2) 提高土壤肥力
。

江西临川等地生产实践证明21[
,

在油菜与紫云英馄作田块栽种早稻
,

比单种油菜的田块增产稻谷 50 一 100 k g /亩
,

且水稳性团粒结构 ( > 。
.

25 ~ )较紫云英单播田

块相对提高 17 % 一 26 %
。

( 3) 降低生产成本
。

采用油菜与紫云英间
、

棍作的种植方式
,

不同作物可同时整地
,

必要

时亦可同时播种
,

既省工
,

又可保证播种不误时
。

据在江西崇仁等地的调查
,

油菜与紫云英间

混作
,

可比单播油菜少施 1 次肥
,

少用 3 个工
,

并可收到一定数量的油菜籽
,

从而有效地降低了

生产成本阎
。

2
.

2 结构优化型

结构决定功能
。

要提高冬季农业开发的生态经济效益
,

必须对冬季农业的作物种类
、

比

例
、

结构等进行调查和优化
。

作者曾于 19 9 2一 19 9 3 年3[]
,

依据线性规划理论及建模方法
,

以统

计资料和调查数据为参数
,

对江西省冬季农业的种植结构进行了优化研究
。

结果表明
,

江西省

冬季作物结构以绿肥占 30 %
、

油菜占 40 %
、

春粮 (包括小麦
、

大豆
、

蚕豆等 )占 3 0 % 效益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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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其经济效益 (种植业纯收人 ) 由优化前的 9 5 0 4 8 8
.

8 万元增加到优化后的 1 13 1 10 5 万

元
,

优化后经济效益增加 1 8 0 61 6
.

2 万元
,

增长 19 % 以上
。

即在原有资源 (包括耕地面积
、

作物

种类
、

种子数量
、

肥料投人等 )基础上不增加任何新的资源和物质投入
,

优化后纯收人比优化前

增加近 2 0 %
,

这充分说明
, “

优化出效益
” 。

2
.

3 农牧结合型

紫云英是我国南方最主要的冬季绿肥
,

曾对保持和提高地力
、

确保南方双季稻的持续高产

稳产起过重要作用
。

但近 10 多年来
,

我国南方冬季绿肥一再
“

滑坡
” ,

面积减少
,

单产下降
,

对

实现南方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极为不利
。

19 7 9 年南方共有冬绿肥面积 1 1724
.

9 万亩
,

占

全国绿肥总面积比重的 92 % 以上
,

19 9 2 年则下降为不足 6 0 0 0 万亩 ( 5 8 03
.

5 万亩 )
,

下降 1 2/

以上 t’]
,

江西省 1 9 6 9 年绿肥面积曾达到历史最高峰的 23 58 万亩
,

占当年江西耕地面积的

64 %
,

此后逐步下降
,

到 90 年代已降为 1 0 0 0 万亩左右囚
。

面积减少的同时
,

南方各地绿肥的

鲜草产量也呈大幅度下降之势
,

已由五六十年代的大面积亩产 2 0 00 一 3 0 00 k g 降为目前的
10 00一 1 5 00 k g /亩左右 ( 6)

。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

提高绿肥的经济效益
,

我们于 19 8 9一 19 92 年在江西都阳湖区永修县

进行
“

都阳湖区冬季农业开发
”

课题研究时 21[
,

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通过试验和摸索发

现
,

将紫云英青割后添加适当糖分及其它物质
,

调制成青贮饲料
,

是利用紫云英作饲料的一个

很有前途的办法
,

而且还可解决稻区农民养猪业中饲料供应淡
、

旺季节的矛盾
。

因此
,

从生态

良性循环的特点出发
,

改传统的绿肥直接还田为青贮转化
,

实现农牧结合
,

过腹还田
,

是进行南

方冬季农业开发
、

提高绿肥生态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
。

配合饲料成本

】6 0 32 元

仔猪价

6 0 元

配合饲料

160 3 2 kg

净增猪亚

13 3石k g

产值

市 场
4 5 2 2 元

青贮饲料

13 6(} k g

猪粪 4 5 7 8k g

猪尿 39 2 4 kg

净产值

2 3 1 8 8 元

于ō
.

|l||侧J
、、
.

钾当一一讲肥化相一一份氛磷

示范点

紫云英

3 o 3 8k g/ 言

工部 23/

-
- - 上

青贮

卜部 13/

一-
~

j
相当于

尿索

磷肥

7 0k g

5 Ik C

S Ok g 2 6 8 2 4 兀

19 2 k g

14 ( )兀
条

、
化钊 ` Z k冬 6 5 kg 2 2 36 兀

图 1 策云英青贮过腹还田转化增值示意图

试验表明
,

亩产鲜草 3 0 3 8 k g 的紫云英
,

将其地上部 2 3/ 进行青贮
,

可获得 1 3 6 0 k g 优质青

贮饲料
。

青贮紫云英的肥育猪试验
,

进一步反映了紫云英过腹还田
、

转化增值的显著效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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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这里
,

我们选择了肥育猪试验中配合饲料 0
.

sk g 十青贮紫云匆头
·

日处理
,

结果表明
,

配

合饲料与青贮紫云英配合饲喂
,

使得 1 亩紫云英的产值由直接还田时的 42
.

32 元增至 2 68
.

24

元
,

通过食物链加环和农牧结合
,

萦云英经济效益提高了 5
.

3 倍
。

为此
,

我们在都阳湖区推广了这一模式
,

仅 1 9 92 一 19 93 年就推广面积 3 2 8%
.

5 亩
,

使每亩

紫云英平均增收 68
.

85 元
,

共增收 2 26
.

5 万元
,

实现了粮 (油 )
、

肉(猪肉 )全面丰收圆
,

目前
,

这

一模式正在江西及南方各省
、

区
、

市的冬季农业开发中广泛应用
。

2
.

4 高产高效型

2
.

4
.

1 利用冬闲稻田养鱼

我国南方冬闲耕地中
,

有一大半是冬闲稻田图
,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冬水田
,

充分利用这部

分冬水田发展稻田养鱼
,

实行
“

鱼一稻一稻
”

种植模式
,

则是一种增产增收的有效途径
。

江西省铜鼓县 1 9 9 4 年利用冬闲田养鱼面积达 10 0 80 亩
,

占可养稻 田面积的 14/ 以上
,

共

产成鱼 2 8 6t
,

亩产达 31
.

sk g
,

占该县水产品总产量的 21 % ;同时培育优良鱼种 38
.

5 万尾
,

占全

县鱼种的 8 % ;每亩比过去增收达 2 00 元以上 t2]
。

2
.

4
.

2 冬种高效经济作物

( 1) 蔬菜 + 蘑菇一双季稻模式
。

福建省龙海县近年来在种好双季稻的基础上
,

利用冬季大

力发展蔬菜和蘑菇
。

1 9 9 2 年冬种蔬菜面积达 16 万亩
,

占总面积 25 万亩的 64 %
,

冬种蔬菜的

种类有荷莲豆
、

芥菜
、

笋菜
、

马铃薯
、

蕃茄
、

黄瓜等
,

根据 1 9 92 年春收的 31 2 91 亩冬季蔬菜统计
,

平均亩产值 1 1 42
.

2 元
,

亩纯收人达 8 62
.

88 元 t’J
。

此外
,

以两季稻草为基础原料
,

配以牛粪等

原料
,

可在冬季农业开发期间种 40 一 50 衬 的蘑菇
,

亩收入可达 8 00 一 1 0 0 0 元 t6]
。

这一模式实

际上是
“

双重
”

利用模式
,

也就是冬季农业开发期间室内种蘑菇
、

田间种蔬菜双重利用冬季气候

资源
,

从而取得较高经济效益
。

该模式冬季农业期间亩收人合计可达 1 6 0 0一 2 0 00 元左右
。

( 2) 马铃薯一双季稻模式
。

马铃薯是一种高产高效作物
,

既可作口粮
,

也可作饲料和蔬菜
,

其茎叶还可作饲料和绿肥
。

因而
,

种植马铃薯对粮食增产
、

经济增收
、

土地增肥的
“

三增
”

效益

较为显著
。

1 9 9 0 年
,

广东肇庆市冬种马铃薯 14
.

6 万亩
,

年均亩产 975 kg
,

鲜薯总产折原粮 2
.

85 x

1 0’ t
,

占春收粮食总产的 6 2
.

8 %
。

广东云浮县托洞乡
,

1 98 9 年冬种马铃薯 4 0 0 0 亩
,

1 9 9 0 年春

收鲜薯 3 9 2 0t
,

仅此一项全乡人均增收 “
.

3 元
。

同时
,

马铃薯收获时一般有 5 00 一 6 0 0 k g 鲜茎

叶可作绿肥
,

使当年的早稻增产
。

( 3) 花卉一双季稻模式
。

福建厦门郊区早稻 3 月下种
,

4 月下旬插秧
,

7 月收获
,

然后种早

中熟晚稻
,

10 月下旬收获后就可把事先经过 3 个月左右室内低温贮藏的球根花卉如郁金香下

田栽培
,

12 月至 l 月进行田间简易设施保温栽培
,

在 2 月份 (春节前后 )可开花上市
,

4 月中旬

可挖球根 (贮藏于翌年使用 )
,

早稻可在正常季节 4 月 20 日左右插秧
。

冬季花卉亩产值亩达

2 0 0 0 元左右
。

2
.

4
.

3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我国南方
,

尤其是华南地区冬季却是一个巨大的
“

天然温室
” ,

这一季节 (冬生长季 )正是适

合生产多种高档蔬菜 (如蕃茄
、

豌豆
、

豆角
、

花椰菜及瓜类等 )的黄金季节
。

南方露天生产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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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蔬菜
、

瓜类
,

成本较低
,

且质量又高
。

因此
,

可充分发挥南方 (尤其是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 )冬

暖气候优势
,

利用冬闲耕地
,

在交通便利的水陆运输线上
,

建设
“

南菜北调
”

的冬季蔬菜生产基

地
,

以满足北方城市冬季蔬菜淡季之需
,

这对于解决冬季蔬菜供需矛盾
、

活跃市场经济
、

节省能

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事实上
,

我国广东省自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来
,

农业

向高质
、

高产
、

高效方向转变
,

冬种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

现已转向生产高产值
、

反季节的北运
、

出口蔬菜
,

引
、

扩种南亚热带
、

热带果树和水产养殖业
,

并建立了商品生产基地
,

成效十分显著
。

据统计
,

1 9 92 年广东全省冬种北运蔬菜达 %
.

9 万亩
,

有效地增加了全省的经济收人
,

使冬季

农业的开发成为该省发展高效农业的一支生力军
。

仅茂名市 1 992 年北运蔬菜种植面积就达

54
.

75 万亩
,

产值达 5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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