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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说明在全国 � �� 万平方公里领域中
,
农田面积占 �

�

� 亿公顷仅占总 土 地 面 积

�� �
,

由于耕种集约
,

农业产量不断上升
。

林地面积占 �
�

�� 亿公顷
,

草地面积占 �
�

� 亿公顷
,

荒地面积占 �
�

� 亿公顷
。

漠地
,

高山
,

陆地水面及零星岛屿占 �
�

�� 亿公顷
。

集约耕作是中国的传统习惯
。

长期以来
,

中国虽然在集约耕作上积累了不少经验
,

但也存

在不少问题
。

今后应特别注意对现有农耕地进行综合治理
,

并不断提高复种指数及单位面积

产量
,

同时合理进行宜农荒地的开垦
,

以充分发挥中国农耕地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农业土壤集约耕作的特点
,

本文将中国 �
�

� 亿公顷农田分成 � 个土

区
,

并扼要阐述了各个土区的生物气候条件
,
土壤性质

,

作物复种指数及土壤利用情况等
。

这

八个土区是 � �
�

砖红壤
、

赤红壤区 � �
�

红壤
、

黄壤区 � �
�

黄棕壤区 � �
�

潮土
、

黄绵土
、

褐土
、

棕壤

区 � �
�

暗棕壤
、

白浆土
、

黑土区 � �
�

栗钙土
、

棕钙土区 � �
�

灰漠土
、

棕漠土区 � �
�

高山土区 �高山

草甸土及高山草原土��

最后文章对中国农业土壤集约耕作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展望
。

中国国土总面积 ��� 万平方公里
,

按其利用方式
,

大体上可分为农业
,

林业
,

牧业和荒

地四种类型
。

其中农 田面积约 �
�

� 亿公顷 �按 �� �� 年中国农业年鉴中所估计数字 �包括

水田及旱地 �林地面积 �
�

�� 亿公顷 �草地面积 �
�

� 亿公顷
,

包括高山草原和亚高山草原 �大

部难于利用的荒漠面积 �
�

� 亿公顷
,

包括沙漠
、

寒漠及戈壁 中的零散牧场 � 雪线以上的高

山
,

陆地水面及零星的珊瑚岛屿约 �
�

�� 亿公顷 �见表 ��
。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
,

传统的集约耕作是获得农业高产稳产的主要手段
,

在集约耕作

上
,

主要积累有 以下几方面经验 � 一是调整耕作制度
,

不断提高复种指数
。

在我国 �
�

� 亿

公顷的农 田中
,

复种指数由五十年代初期的 �
�

� 提高到八十年代的 �
�

� �紫云英和苦子主

要是还田的
,

不包括在作物指数之内�
。

二是改变作物布局
,

调剂作物种类
,

特别要根据不

同地势与不同土地类型
,

进行地区性立体与多层作物布局
,

在作物种类上
,

除粮食作物外
,

要注意经济作物的发展
,

以提高种植业的经济与生态效益
。

三是养地与用地相结合
,

不断

提高土壤肥力
。

随着农业土壤集约耕作程度的提高
,

当前正从生物养地向人工养地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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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另一方面
,

在土地利用
,

特别是在农 业土壤的集约耕作上
,

当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

今
, 本文曾于 � ��‘年 � 月在西撇汉堡 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土壤学会 上宣读

。

文中附阳是按
。

中国土壤利用现伏

分区图
”���� �。万�及

“

中国衣业现状图
”

�� � � � � 万�合并编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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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其国等 � 中国主要农业土坡的集约耕作

�

扩

份

书

首先
,

耕作不当
,

使土地遭致破坏
。

部分地区种植业广种薄收
,

重用轻养
,

林木过伐
,

草场退化
。

全国水蚀面积达 ��� 万平方公里
,

沙漠化面积近 巧 年增加 �� � 万公顷
,

草原

退化面积达 �
�

� 亿公顷
,

占可利用草原面积 �� �
。

其次
,

土地被侵占
,

耕地不断缩减
。

随着工业发展及城市扩大
,

全国每年侵 占耕地达

��� 万公顷
。

北京
、

天津和济南三个城市
,

按 ����一 �� �� 年统计
,

损失耕地达 �� 万公顷
,

占该城市耕地总面积 ���
,

上海市每年用于基建的耕地达 �� � 公顷
。

如按此速度
,

到 �� ��

年
,

全国耕地总面积将仅剩 � 亿公顷或更少
。

第三
,

土壤退化
,

地力衰退
。

在全国 �
�

� 亿公顷耕地中
,

具有盐碱
、

风沙
、

旱涝等障碍

因素的耕地 占 ���
,

其中盐渍化面积达 �
,

� �� 万公顷
。

东北地区的黑土
,

由于重用轻养
,

开垦不到百年
,

土壤有机质由 �一 �� 肠 降至 �一斗多
。

黄淮海平原 �
,

��� 万公顷耕地中
,

有 ��� 粮食年产量每公顷仅 �
�

� 吨
。

南方地区的水稻土
,

发生次生潜育化
,

产量急剧下

降
。

第四
,

盲 目开垦
,

破坏生态平衡
。

据统计
,

近些年来
,

西南丘陵地区
,

因陡坡开垦
,

遭致

侵蚀的轮垦耕地约 �� 万公顷
,

占旱地 �� 肠
。

北方弃牧毁草垦种
,

而导致沙化的面积达 �� �

万公顷
。

南方围海
、

围湖造田而损害水资源生态平衡的面积达 ��� 万公顷
。

北京
、

天津
、

上海三市耕地污染面积达 �� 万公顷
,

占城市总耕地面积 ���
。

根据上述存在问题
,

今后在农业土壤集约经营的战略上
,

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
�

对生态平衡失调地区进行综合治理
。

黄土高原地区
,

水土流失面积达 �� 万平方公

里
,

应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

大力种草造林
,

耕地应精耕细作
,

提高单产
。

黄淮海地区
,

农耕

地 �
,

��� 万公顷
,

应以旱涝盐碱治理为主
,

注意水份调控
,

增加肥力
,

提 高复种指数
。

南方

山丘地区
,

耕地 ���� 万公顷
,

水热资源丰富
,

但土壤侵蚀严重
,

应在防治水土流失基础上
,

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及果树
,

实行农林牧全面发展
。

西北沙漠化地区
,

总面积 12 万平方公

里
,

主要是天然牧草及少量耕地
,

应因地制宜
,

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等措施
,

对风沙进行治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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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

淮河秦岭以北
,

以旱作为主
,

以南以水田及各种热带经济作物为主
。

西部祁连山 以

北为广大千旱牧业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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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变单一经营方式
,

注重农林牧全面发展
。

当前着重要抓经济作物的布局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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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

我国宜农荒地面积不大
,

质

量较好的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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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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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农业土壤的利用特点
,

兹按中国耕作土壤的分布状况
,

将全国划

分为 8 个土区 (见中国土壤利用分区图)
,

并分别对各个土区的生物气候条件
,

土城性质
,

植被及作物复种指数与农业生产特点
,

分别扼述如下 (表 1)
。

1

.

砖红城
、

赤红城区

土壤呈酸性至强酸性
。

属热带气候
,

全年无霜
,

年平均温度 20 一27 ℃
,

) 10 ℃ 积温

6 , 。0一9000℃
,

年雨量 1500一2 , 0 0 毫米
,

本区复种指数高
,

一年三熟
,

可种三季稻作
,

轮作

方式为稻一稻一番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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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经营程度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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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红滚
、

黄族区

土壤呈酸性至强酸性
。

属亚热带
,

全年无藉期 24。一350 天
,

年均温 14 一20 ℃
,

) 10 ℃

积温 5000一6500℃
,

年雨量 1000一1500毫米
。

为双季稻区
,

一年二熟或三熟
,

主要经济作

物为柑桔
、

油茶
、

茶叶
、

油菜等为主
,

集约耕作的主要方式是
“

山地林
、

坡地茶
、

谷地粮
” ,

但

水土保持是本区农业利用中的关键问题
。

n l

.

黄捺城区

土壤呈微酸性至中性
。

属温带气候
。

全年无霜期 210 一25 。天
,

年均温 14 一16 ℃
,

) 10 ℃ 积温 4500一5000℃
,

年雨量 800 一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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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农牧渔
、

农林(果)渔等多种形式

的复合农业生态类型也有很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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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业精耕细作
,

选用 良种
,

用养结合
,

高产稳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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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V

.

潮土
、

黄编土
、

揭土
、

株族区

土壤呈石灰性至中性
,

母质大多为黄土性物质
。

属暖温带气候
,

无霜期 170 一220 天
,

年均温 9一13 ℃
,

) ℃ 积温 2500一 4500℃
,

年降雨最 600 一900 毫米
,

一年两熟或两年三

熟
,

轮作套种形式多样
,

以冬小麦
、

玉米
、

棉花种植为主
。

在沙土上
,

林果粮间作也是有一

定规模
,

这是中国重要的粮
、

棉
、

油
、

烟产区
。

早
、

涝
、

盐
、

碱
、

风沙
、

低肥是农业利用的主要

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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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

暗徐滚
、

白桨土
、

燕土区

土壤呈微酸性
。

属寒温带气侯
,

年均温 0一4℃
,

》 10 ℃ 积温 1700一3200℃
,

年雨量

40 0一650 毫米
,

无藉期 90 一150 天
,

一年一熟
,

农作物为春小麦
、

大豆
、

马铃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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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地土城自

然肥力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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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钻种及合理轮作

,

缩短播期
,

合理施肥等集约耕作方面仍积累不少经验
。

vi

.

某钙土
、

株钙么灰钙土区

上壤呈强石灰性
。

属干旱中温带气候
,

年均温 , 一10 ℃
,

) 10 ℃ 积温 17 0。一3000
,

年

雨最 250 一朽。毫米
,

年无箱期 90 一 150 天
,

一年一熟
,

农作物生产不稳定
,

以春小麦
、

.

.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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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为主
,

为中国的主要牧区
,

以农牧结合为主
。

坚持
“为牧而农

”

的利用原则
。

河套地

区不仅是小麦水稻产区
,

而且也是瓜果生产基地
。

V n

.

灰澳土
、

株澳土区

土壤呈强石灰性
。

属千早及半千旱气候
。

年均温 5一12 ℃
,

) 10 ℃ 积温 2800一

36。。℃
,

年雨量 50 一25 0毫米
,

年无霜期 1匆一200 天
。

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
。

为中国的

牧区及灌溉农业区
,

农作物以小麦
、

棉花为主
,

无水即无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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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是我国长绒棉基地
,

同时也是葡萄与哈密瓜集中产地
,

粮果
,

粮瓜等

综合利用方式颇有特色
。

V n l

.

高山及亚离山草旬土及草原土区

土壤呈微酸性至中性
,

属高原寒温带气候
。

年均温 一3一3℃
,

) 10 ℃ 积温 80 一

100 ℃
,

年雨量 100 一140 毫米
,

全年无霜期 80 一100 天
。

一年一熟
,

以青裸
、

小麦为主
。

是

中国主要山地牧业区
,

耕地甚少
,

产量甚低
。

但在藏南河谷地区
,

适种水稻
、

玉米与冬小麦

等作物
,

实行水旱与早作两熟制
,

稻田分布在 2000 米以上
,

同时可种植多种亚热带经济林

木与果树
。

当前按中国 10 亿人口的年龄组成来分析
,

到 20 00 年时
,

将达到 12 亿的最高峰
。

按

1984年的农业产量来估计
,

每人平均的年分配粮已略高于 400 公斤
,

虽然我们没有饥饿问

题
,

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富裕
,

在最近 20 年内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中
,

粮食生产最还是

远远不够的
。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

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扩大耕田的面积
,

我们必须在现

有的农田上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目前我国平均亩产和高产农区之间其产量是悬殊的
,

1 9 8 4 年全国平均水稻亩产 32 ,

公斤
,

小麦为 1“ 公斤
。

但是苏南太湖地区在水稻与旱作的轮作制下
,

年亩产可以达到

65 0公斤
,

少数高产农场可达 1000 公斤
。

可见平均亩产和最高亩产之间相差之大
。

品种改

良是另一个提高产量的途径
,

我国一季杂交水稻的亩产可达 500 公斤左右
。

在历史上看

来
,

中国是一个复种指数较高的国家
,

如果在集约耕作的基础上把品种培育
、

土壤肥力
、

肥

料施用
、

除草
、

灌概
、

植物生理
、

土壤微生物等因子结合起来
,

那么即使在现有的技术基础

上
,

将有可能使全国粮食的平均亩产
,

逐步达到每亩 500 一 80 0 公斤的最高产量
。

生物科学正处于技术革命的浪潮中
,

在这方面科学工作者正朝着
:
(l)豆科植物的固

撼基因向非豆科植物移植; (2) 把类似杂交玉米等同化作用极强的 C
;
移植到小校禾谷类

作物中; (3) 抑制光呼吸作用
,

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消耗
。

但是
,

一般生物学家估计
,

这些

研究即使有初步的结果
,

也决不是 20 一30 年内所能推广应用的
。

因此
,

在集约耕作的基

础上
,

采取综合农业技术措施
,

将是解决当前我国粮食问题最现实的途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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