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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松嫩平原中低产田分为缺水型
、

演涝早田型
、

演涝水田型
、

侵蚀型
、

风沙型
、

盐碱型
、

疥薄型

及其它 8类
,

并提出相应的改良措施
.

关键词 松嫩平原 ; 中低产田改造

1 中低产田类型
、

面积与分布

根据各地实际调查
,

将松嫩平原全区耕地划分为高产 田
、

中产 田
、

低产田三大类型
.

高产 田面积 2 6 7 5
.

15 万亩
,

占耕 地面积 34
.

5%
,

包括有灌溉条件的水田
、

早 田和富含有

机质的黑土地
,

以及经济技术投人和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农 田
,

其特点是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

弓虽
,

土地生产能力高
。

中产田面积为 2 0 19
.

“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26
.

0%
.

中产田土壤基础肥力一般较高
,

但

由于用养失调
,

土壤肥力逐年下降
,

供肥水平 已满足不了高产的需要
,

加之旱涝灾害交替发

生
,

水土流失
,

风沙危害的影响
,

致使土地生产能力 日趋下降
.

低产 田面积为 3 0 6 5
.

20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39
.

5%
.

低产田抗逆能力差
,

常因 自然灾害

造成较大幅度减产
.

干早
、

渍涝
、

水土流失
、

风沙
、

盐碱化及土壤疮薄等是影响农业产量低

下的主要障碍
.

本区 中低产 田总面积为 5 0 8 4
.

85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
.

5%
,

各地都有分布
,

其中齐齐

哈尔市中低产田面积 17 74
.

67 万亩
,

占本区 中低产 田面积的 34
.

9%
,

绥化地区 中低产 田面积

170 4
.

92 万亩
,

占本 区中低产田面积的 33
.

5%
,

这两个地区中低产 田合计面积为 3 4 7 9
.

59 万

亩
,

占本 区中低产 田总面积的 68
.

4%
,

是松嫩平原中低产 田改造的重点地区
.

2 中低产田改造的途径和措施

根据制约 中低产田的主要障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又划分为 8 个亚类
,

即缺水型
、

渍涝早

田型
、

渍涝水田型
、

盐碱型
、

侵蚀型
、

风沙型
、

疮薄型和其它类型
.

这不仅是评价中低产田

的需要
.

更重要的是为农业开发进行 中低产田利用改造指明了方 向
.

1 1 缺水型 是指 由于干早缺水或降水分配不能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耕地
.

其分布范围

广泛
,

面积为 1 0 74
.

30 万亩
,

占中低产田的 21
.

1%
,

是本区主要 灾害之一 在治理上要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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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考虑
、

统筹规划
,

兴建一批水利骨干工程
,

解决抗早水源不足 ; 同时广泛兴修
`

五小工

程
’ ,

搞好配套挖潜
,

发展农 田灌溉
,

提高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
.

此外
,

要采 取蓄水保墒的耕

作措施
,

增肥改土
,

增强土壤调节水分能力
,

并尽量应用覆膜
、

高苗移栽
、

坐滤水种 (坐水

种为播种时在垄上先挖孔
,

把肥料
、

种子放人孔中
,

加半公斤水
,

然后复土镇压 ; 滤水种是

在垅沟播种
、

施肥
,

同时用马或牛拉两侧各装有一根排水管的水车
,

边走边将水灌人垄沟

中
,

然后复土镇压 )等方法
.

抢积温
,

抗春旱
,

一次播种保全苗
.

1 2 演涝早田型 指地势低洼
、

排水不畅
、

常年渍涝或季节性渍涝的早 田
.

渍涝发生频

率较大
,

几乎 年年都有
.

只是灾害程度和地域不 同
.

面积为 14 01
.

03 万亩
,

占中低产田 的

27
.

6%
,

主要分布在呼兰河流域
、

乌双地区和安达闭流区
.

治理早 田渍涝要 因地制宜
.

早改

水
,

低洼地种稻
,

是低产变高产的成功经验
,

要积极推广
.

对轻度渍涝的早田可通过适宜的

土壤耕作和增施有机肥料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从而提高土壤调节水分的能力
.

对于重度演

涝的早田首先要兴修排水工程系统
,

再结合其它农业土壤改良措施
.

除涝标准应达到 3一 5

年一遇
.

在受 江河洪水危害地区
,

要有计划的整治江河和修建堤防
,

标准达到 10 一20 年一

遇
.

.2 3 渍涝水田型 指地下水位高
,

排水不畅
,

土壤通气性差 的水田
.

近年来
,

本区水田

面积发展较快
,

其中渍涝水 田为 1“
.

50 万亩
,

占中低产田 的 3
.

3%
.

主要分布在江河两岸和

地下水位较高地 区
.

治理的关键是排除土壤内部积水
.

因此
,

在渍涝水 田区要规划合理的灌

排系统
,

并结合深松深耕
,

施用热性肥料
,

客土等方法加以改良
.

.2 4 侵蚀型 指 以水土流失 (水蚀 )为主要障碍的坡耕地
,

面积 10 88 .4 1 万亩
,

占中低产 田

的 21
.

4%
,

主要分布在黑 土
、

白浆土和暗棕壤 的坡耕地上
.

松嫩平原是全省水土流失最严

重的地区
.

在水土保持上要坚持预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
,

因地制宜
,

加强管理
,

注

重效益的方针
.

要灵活运用保土耕法
、

改垄
、

地埂
、

生物防冲带
、

修筑梯 田
,

以及沟头防

护
、

修筑跌水
、

谷坊等治坡治沟措施
,

并结合植树种草等生物技术方法
,

有效控制水土流

失
,

积极开展小流域为单元的开发治理
.

经过水土保持综合整治的坡耕地
,

宜农地土壤允许

流失量控制在 3一 5 吨 / 公顷以下
.

.2 5 风沙型 指土壤砂质
,

有机质含量低
,

风蚀严重的沙化耕地
,

主要分布在齐齐哈

尔
、

杜蒙
、

泰来
、

肇源
、

富裕等市县
,

面积为 14 1
.

37 万亩
,

占中低产田的 .2 8%
.

治理措施

主要是植树种草
,

防风固沙
.

对农田要增施有机肥
,

采取压黑土
、

河泥
、

施草炭
、

种植沙打

旺等绿肥牧草
、

实行草田轮作等
.

使泥沙比例达到 7 : 3 或 1 : 1
,

有机质增加 1倍以上
.

.2 6 盐碱型 指耕层可溶性盐含量或总碱度超过 限量
,

影响作物生长 的多种盐碱化耕

地
,

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草甸草原地带
,

即以安达闭流区为 中心的林甸
、

杜蒙
、

肇源
、

肇

州
、

肇东
、

泰来
、

富裕
、

齐齐哈尔等市县
,

面积为 3 69
.

80 万亩
,

占中低产 田的 .7 3%
,

多属

苏打盐碱土
.

在治理上
,

要通过掺沙压碱
、

有机肥改碱
,

种植绿肥
,

挖碱换土
,

用废酸和腐

殖酸等改土剂调酸改土或通过灌水
、

排水洗盐
,

使土壤含盐量降到 19 / k g 以下
,

p H 值降

到 8 以下
,

有机质达到 3 0 9 / k g 以上
,

活土层达到 30 厘米左右
.

目前
,

盐碱土种稻
,

实现

低产变高产已取得成功
,

应大力推广
.

.2 7 瘩薄型 指土壤养分含量低
,

耕层质地过粗
,

土层薄的耕地
.

其中包括部分侵蚀型

和风沙型的耕地
,

以及平原 中黑土层厚度达不到 20 一 25 厘米 (耕层 )的农 田
.

面积为 7“
.

02

万亩
,

占中低产田 的 14 .9 %
.

在改 良措施上要 注重水土保持
,

多施有机肥和腐熟草炭
、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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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
、

河泥
,

种绿肥牧草
,

以及 浅翻深松等综合措施
,

使活土层达到 30 厘米
.

有条件的地

方实行秸秆还 田 ; 效果很好
.

.2 8 其它 除以上 7 种类型外
,

凡障碍不明显
,

没有见效快的改造措施的低产耕地均属

此类型 (诸如经营者水平低
,

生产投人少等引起的农田产量低下即属此类 )
,

面积为 87
.

2 万

亩
,

占中低产田的 1
.

7 %
.

对于这种类型中低产田要做具体分析
,

对症施治加以改良
.

3 改造中低产田的主要对策
改造 中低产田是本区农业进一步发展

、

再上新台阶的重要保障
.

我们要在摸清中低产 田

分布
、

成因
、

类型的基础上
,

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其改造进程
,

尽快使其潜力转化为现实效

益
.

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主要是加强水利建设
,

搞好配套挖潜
,

尽快发挥效

益
.

同时要解决好农林牧结合问题
,

发展畜牧业走秸秆过腹还田 的路子
,

以不断提高地力 ;

发展林业
,

重视营造农 田防护林
、

水土保持林等
,

以有利于防治水土流失
,

控制风沙危害
.

第二
,

要采取多 种渠道筹集 中低产田改造资金
.

在筹集资金上除争取立项的固定渠道

外
,

要因地制宜地实行以劳折资
、

以料顶资的办法
,

或将扶贫资金作为低改的配套资金结合

起来使用
,

同时要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参与本区的低产 田改造
,

以解决资金短

缺间题
.

第三
,

要增加中低产田改造的物质投人
,

健全投入的服务体系
.

目前本区物质投人水平

还很低
,

用于低改的投 人则更少
。

除工程项 目外
,

在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上应 积极予以支持
,

同时要倡导农民投八
,

扩大集体积累
,

用于低改工程上面
.

与此相适应
,

要健全社会化服务

体系
,

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

除农业部门加强服务外
,

还必须发挥金融
、

供销
、

物资和石油等

行业 (部 门 )的作用
,

形成一个 比较稳定的物资支持系统
.

第四
,

要选择和推广
’

先进适用的中低产 田改造技术
.

改造中低产 田
,

一方面要搞好土地

资源开发
,

另一方面还要搞好品种资源开发
,

使其成果不仅体现在粮食产量的增长方面
,

同

时还体现在粮 食质量的提高上
,

与发展
“

两高一优
”

农业结合起来
,

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

益
.

因此要抓 好优 良品种的普及
.

与此相应的
,

要积极推广适用的高产栽培技术
,

这也是 中

低产 田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今后要在模式化栽培技术
、

新技术的使用上有新的发展
,

要大

力推行玉米大垄双行覆膜和育苗移栽
、

水稻早育稀植
、

大 豆垄三栽培 (每垄上种 3 排大豆 )
、

甜菜纸筒育苗技术等
.

同时还应做好技术储备
,

以不断推进中低产田改造
.

此外
,

要充分利用国家对农业投人和支持力度的社会 环境
,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有关政

策
,

尤其是开发的优惠政策
,

并在利益分配上给予农民一定的实惠
,

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
,

从而加快中低产田改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