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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90 %
,

其中侵蚀模数在 5 0 0 0吨 以上的水

土流失严重地区占一半 以上
。

这些严重地 区基本上属于半干早地区
,

年降水量 30 0一 5 00

毫米左右
。

仅就数量上看
,

发展早作农业是可行的
。

但由于大量水土流失及降水的年内

和年际分配不均
,

变化悬殊
,

造成本地区农业生产长期低而不稳
。

在这种情况下
,

尽力

挖掘水源
,

发展小型水利灌溉无疑是克服干早
,

获得较好收成的最重要手 段
。

实 践 证

明
,

本地区早地变水地后
,

结合土壤培肥
,

产量可提高数倍以至十倍 以上
;
但是

,

目前

黄土高原丘 陵区农耕地能进行灌溉的不足 10 %
。

从水源看
,

本地区河水洪猛沙多
,

水库

淤积严重
,

蓄水能力低
,

加之地形条件限制
,

对河川径流利用非常困难 , 另外
,

黄土高

原大部分梁赤
、

源地地下水贫 乏
,

且埋藏很深
,

利用不易
。

因此
,

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

远讲
,

早作农业都是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
,

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早作农业的研

究和实践
。

如果在生产指导上只注意扩大灌溉面积
,

而忽视非灌溉地 区粮食 生 产 的 提

高
,

那将给本地 区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后果
。

实践也证明
,

这两个途径是不

可偏废的
。

本地区早地产量达到亩产 40 0斤 以上的例证是很多的
,

有的年份小面积甚至 可 以达

到千斤左右
。

问题是大早年份下降幅度大
,

很不稳定
。

从分折若干旱作生产有经验的典

型社队看
,

只要上年秋雨正常
,

本年降水 4 00 毫米以上且分布比较适当
,

早梯田获得 4 00

斤左右的产量是可能的 , 年降水 3 00 毫米 以上
,

大面积上可获得 20 0斤的产量 , 严 重干旱

年份 (降水太少或分布很不均 )
,

仍可获平均亩产百斤左右的收成
。

一
、

充分利用干旱山区的降水资源

研究如何保蓄和充分利用天然降水
,

以提高作物生产量对于本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

上面提到
,

本地区的年平均降水不算太少
,

但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

我们从分

析宁夏固原 1 9 5 7一 1 9 7 8二十年间降水量与产量的统计资料中看到
,

年降水与年平均单产

的相关系数
r
值仅为 0

.

1 7 ,

目前的生产水平下
,

该县各种作物仅用了年降水总量的含
。

陕

西农经所对陕西米脂县的调查资料表 明
, 1 9 5 6一 19 7 7年间

,

在 3 00 一 5 00 毫米降水范围内

产量变动不显著
,

说 明天然降水没有得到充分
、

合理地利用
,

潜力是存在的
。

在本地区
,

当前保蓄和合理利用天然降水的主要措施是建设保水保土的基本农田
,



丘陵早地基本农田中最重要的形式是水平梯田
。

据 已有资料
,

丘陵沟壑区坡耕地的年径流量为每亩 40 一 70 立方米
,

年土壤侵蚀量为

每亩5 0。。一 1 0 0 0 0公斤
。

如果修成梯田
,

即可保持全部水
、

土
、

肥
。

据测定
,

在连续降雨 2] 0

毫米的情况下
,

质量高的水平梯 田可 以全部栏蓄
。

在一般年份
,

水平梯田较坡地产量高

是大家承认的事实
,

但是在大早年份其抗早能力是否 比坡地强
,

是否能增产 ? 对此尚有

不同看法
。

有一种意见认为
,

在早年
,

梯田 的田坎壁加大了土壤水 分的蒸发面
,

填土部

位含水量低
,

作物容易受早
,

因而梯田在早年不易发挥优越性
。

从大早的 1 9 6 5年西北水

保所五个蹲点组所在的大 队产量看
,

梯田产量均高于坡地
,

一般高出 20 一 1 00 %
。

说明在

严重干早年份梯田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增产作用 (表 1 )
。

单就土壤含水量看
,

填土部

位 ( 外侧 ) 确比切土部位 (内侧 ) 低
,

但从最终产量看
,

填土部位优于切土部位
,

说明

一般情况下梯 田不会因土壤蒸发面加大导致减产
。

另有资料表明
,

梯 田外侧透水性显著

高于内侧和坡地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补偿外侧水分的损失
。

表 1 严重千早条件下梯 田与坡地产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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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早年份梯 田不增产或减产的事例也是有的
。

这主要是 由于农业措施没有跟上
。

例

如 19 6 5年米脂县后印斗大队
,

其水平梯 田的修筑质量虽然很高
,

由于未采取相应 的农业

措施
,

特 别是没有大量增施肥料
,

该年大早
,

梯田亩产仅 50 斤左右
。

又如陕西吴堡县
,

近

年来水平梯田 已有相 当规模 (人均 2 亩 )
,

但在干旱年亩产仍不到百斤
。

据调查
,

仅靠

坡改平而不采取其他措施
,

增产幅度一般不超过坡耕地的 10 %
。

本地区充分保蓄和合理利用天然降水的第二个重要措施是发展径流农业
。

径流农业的原理和实践是依靠集存雨水
。

其基本要求是 由集水区供应足够的水量
,

使农业得以收成
。

目前在干早地区的许多国家如以色列
、

墨西哥
、

印度
、

巴基斯坦
、

阿

富汗和澳大利亚等都有微型集水面积农场
。

如奥大利亚的千早地区
,

年平均降水 量 30 0

毫米
,

他们采取蓄集雨水的办法
,

建 立小集水区 (每个 2 4 0。平方米 )
,

即使在降水量最

低的年份里也能保证农业和人畜用水需要 ; 阿拉伯的捏夫千旱区坡地集水产生的径流
,

引到低处的梯 田进行灌溉 (集水区与耕地面积为2 0 : 1 )
,

在实际雨量只有 10 0 毫米的地

区
,

耕地得到的水量约 等 于 3 00 一50 。毫米的雨水
。

我国黄土 高原水土流失区 雨 量一般



在 3 00 毫米 以上
,

有条件发 展 径流农业
。

本地区已在应用的沟道打坝蓄水
、

引洪漫地等

办法都可视为径流农业的范畴
。

问题是
,

一般还没有形成径流农业体系
,

即通常所说的

“ 不配套 ” 。

再加上综合治理不够
,

造成泥沙淤积严重
,

经不起暴雨考验
,

因而充分利

用起来的不多
,

效益不大
。

当前的问题是研究如何改进
,

而不是一般地加以否定
。

我们认为
,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主要应提倡微型径流农业 (微集水面积 )
。

据国

外经验
,

这比大
、

中型积水
一

L程效率高
、

花工少
、

成本低
,

不需要修水渠
,

在任何斜坡

上都可 以修筑
。

另外本地区对于天然蓄水的利用主要应当作为补充用水
,

解决干早严重

或作物发育临界期的水分不足
,

以达到在较大面积上获得较好收成的目的
,

而不是满足

小面积的丰产用水
,

因此
,

采用小型就地蓄水的办法
,

在关键时刻
,

有少量保证用水用

于干旱农田是有重要意义的
。

根据一些资料
,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发展微型集水面积
,

克服干旱争 取 较 好 收

成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

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

在严重干旱条件下
,

玉

米
、

高梁
、

谷子亩产分别为 2 0 0
、

2 5 0
、

10 。斤
,

耗水量仅为 24 0
、

1 8 0
、

13 5毫米
,

比正常

情况降低一倍以上
;
小麦生长后期严重受 旱后

,

单位面积的需水量下降三倍
,

籽粒产量

降低 30 %
。

这说明
,

维持低的需水量
,

取得一定收成是可以做到的
。

也就是说
,

在缺水

条件下
,

按 比正常需水量低得多的水量供给作物
,

也能产生相当效果
。

这是发展微径流

农业的生物学基础
。

生产实践也证明
,

少量水点浇
,

有明显效果
。

山西离石五里后大队
, 1 9 6 5年早梯田

39 亩玉米
,

每株每次浇水 3 斤
,

共浇 3 次
,

减轻了植株凋萎 (表 2 )
,

亩产仍达 17 5斤
,

比未浇的增产一倍 以上
。

这个队当年全部秋播小麦通过每穴点浇 0
.

3一 1斤水
,

保证了全

苗
。

因此
,

在干早临界时刻少量灌水
,

对本地区粮食增产的作用不可忽视
,

在这里发展

微型径流农业是有前途的
。

表 2 少 t 水点浇对玉 米植株凋萎减轻的效果

凋萎植株% 严重凋萎植株 %

56

末 浇 水

浇后一天

浇后四天

浇后六天

浇后七天

1 7

2 2

当前
,

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
,

有计划地多打旱井 (水窖 )
、

修隔坡梯 田
、

小沟筑坝

蓄水以及其他蓄积坡面径流办法用于农业增产是现实的
。

其中存在许多专门问题有待进

一步研究
,

如积水区的水如何做到经济利用 ? 能达到多大效果? 不同作物需要集水面积

多少以及如何修筑
、

如何保护等都不是很明确的
。

另外
,

在灌水方法上也要研究改进
,

尽快研究出一些经济
、

简便
、

低成本
、

适于 山区应用的灌水方法
。

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多



专业的科技工作者 (包括水利
、

水文
、

气象
、

土壤
、

生态
、

栽培
、

育种等 )
,

从总结已

有经验入手
,

开展建立小型径流农业体系的综合研究
。

首先从一个地方实施
,

以取得经

验和必需的基本资料而后推广应用
。

本地区建设保水保土的基本农田 已有许多成功经验
,

如能对建设小型集水区作进一

步研究和实践
,

把保水措施和集水措施结合起来应用
,

必将对黄土高原干早 山区降水资

源的合理利用和提高旱作农业的生产力起到重要作用
。

二
、

耕作栽培措施在抗旱增产中的作用

建设保水保土的水平梯 田
,

只是为抗早增产打下了一个基础
,

还必须同时在梯田上

实行耕作制度的改革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
。

根据本地区的成功经验
, 干早农田的抗旱耕作栽培措施

,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

深耕

改土
,

重施有机肥料和增施磷肥
,

调整作物布局扩种抗早稳产作物以及采用早农播种管

理技术
。

这些措施所 以能抗早增产主要起了以下三个作用
:

( 1 ) 增强了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
;

( 2 ) 促进了根系的分布
,

扩大根系的吸水范围
,

增强吸水能力
;

( 3 ) 提高了作物本身的水分利用率和生理抗早性
。

(一 ) 深耕改土
。

在措施体系上主要包括伏耕蓄墒 (或秋深翻 )
、

春季籍地保墒和

根据具体情况在播种前后进行镇压提墒三个环节
q

伏耕是多数地区夏田的主要收水措施
。

据西北水保所在离石
、

天水
、

安 塞 等 地试

验
,

伏耕一项措施在50 厘米土层 内可接纳 1
.

5万斤 /亩 以上的雨水
。

秋田深耕抗旱增产的

作用也是肯定的
,

如临县孙家沟大队 1 9 6 5年试验
,

深翻的谷子
、

高梁
、

玉米地分别比浅

耕的增产 2 2
.

3%
, 3 2

.

2 %和 1 0
.

7 % ; 延长县学赶大 队 1 9 7 2年 24 亩高梁地
,

机翻 8 寸
,

亩

产高达 1 1 00 斤
,

比一般田浅耕 ( 3一 4 寸 )增产 77 % ; 1 9 7 5年安塞县寺要崛大 队试验壕 田

和坑 田
,

深翻 1一 1
.

2尺
,

玉米平均亩产 7 31 斤 (壕 田 ) 和 7 76 斤 (坑 田 )
。

深翻起到 了增

加土壤储水和促进根系下扎的作用 (表 3 )
,

据西北水保所试验
:

翻 3 寸的麦地在 15 分

表 3 耕作深度对玉米根 系发育的影 响

阅查地点

根系密积层
(厘米 )

根系主要分布 层
(厘米 )

根系入土深度
(厘米 )

深 耕 { 浅浅 耕

一一

一
耕深

一

/90/30//临县孙家沟

离石五里后

中阳郝家岭

0一 3 5 0一 2 0 0一 7 0 O一 4 5

0一 3 0 0一 2 0 0一 6 0 0一 3 0

0一 3 5 0一 2 5

钟内
,

透水量为 60 毫米
,

侵润深度 50 毫米
,

深翻 7 寸的麦地则分别为 100 毫米和 70 毫米
。

深翻玉米地根系可达 2 米以下
,

浅耕的仅 1 米左右
。

在本地区
,

深耕与保土耕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如等高沟垄耕作
、

区田垄作
、

坑



田
、

壕田
、

创窝点种等既起到深耕的作用
,

又具有保土保水的作用
,

已在早作农业中得

到一定的推广
。

近年来国外
,

特别是美国
,

在水土流失区推行免耕法或少耕法取得成功
。

该法的主

要优点是能有效地控制风蚀与水蚀
,
减缓坡地上的水土流失

; 同时能减少能量和劳力消

耗
,

如条件适宜
,

作物产量可等于或高出习惯耕作法
。

免耕法是否适用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 ? 一些地方已着手试验
,

我们认为
,

耕作的

目的是多方面的
,

但归根结底是造成有利于根系生长的土壤环境
,

从而供给作物 以充分

水分
、

营养和 空气
,

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

对黄土高原说更是如此
。

黄土土层深厚
,

质地

疏松
,

为作物根系发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

目前条件下
,

通过深耕既促进 了根系下扎又增

加了土壤蓄水能力
,

有利于对干早的适应
,

因面
“
深耕改土

” 作为本地区作物抗旱增产

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有根据的
。

至于免耕法是否适宜于本地区推广
,

需作广泛试验
,

因地

制宜
。

一些耕地较多的国家在早地农业中很重视轮歇休闲
。

美国干早地区绝对休闲地 占到

总面积的 40 ~ 50 %
,

推行休闲— 小麦或休闲— 小麦— 高梁 (大麦 ) 轮作制
; 苏联

在绝对休闲地上种春小麦比轮作秋翻地增产 46 % , 澳大利亚近年则提倡一年生牧草与谷

物轮作
。

不能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的耕地轮歇制度单纯看成是一种落后的耕作制度
,

这种制度对于因干旱而生产不稳定的地区是一
飞

项增加蓄水
,

达到稳产
、

增 产 的有效措

施
。

问题是
,

要把这种轮歇制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

做到有计划地实施和改进
。

(二 ) 增 施肥料
,

提高土坡肥力
。

国内外的经验 已经肯定
,

提高土壤肥力可以减轻

对干早作物生长的危害
。

通过调查看 出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施肥多

、

土壤培肥好的生

产队
,

在常年产量高
,

在早年产量也高或减产较少 , 在施肥少
、

土壤培肥差的队
,

在常

年产量较低
,

早年的产量更低或减产严重
。

调查研究证明
:

多肥地和一般地的玉米对土壤水分的利用情况有显著的不同
。

我所

在天水何家湾大 队调查
:
从三米土层内多肥地比一般地多利用了44 方的水

,

约等于一般

玉米地整个生育期耗水量的 l /谨
,

这就是
“ 以肥调水

”
的作用

。

但是
,

肥料的作用不仅是
“ 调水

” ,

它还能改变土壤性质
,

增加土壤保水能力
; 另

外还能明显的提高作物的用水效率和增强生理抗早性
。

我们在固原的调查结果
: 培肥好

的生产队生产 1 斤粮食耗水 2
.

99 毫米
,

培肥差的生产 队则为 5
.

50 毫米
。

有机肥对于抗早增产的作用是大家所承认的
,

但肥料从哪里来? 如何做到短期内就

地解决 ? 看来
,

大量种草发展绿肥
,

实行 山早地草粮轮作是解决本地区有机肥源的根本

途径
,

具有普遍意义
。

但在推广这一措施时应注意一个问题
:

粮草轮作中水 分 平 衡 问

题
。

一般认为
,

草的生长季节长
,

适应性强
,

对水热的要求不如谷物那样严格
,

较能发

挥自然 资源的生产潜力
,

因而适应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的发展
,

这一论点对于干早纯

牧 区无疑是适合的
,

对于降水量较高的农业区也是正确的
,

但在降水量低于 35 0 毫米的

半干早农牧区的效果如何
,

需要再作扩大试验
,

这是因为
,

虽然草比作物的抗早性强
,

但

草的需水系数却比多数农物高出一倍 以上
,

总需水量就更高了
。

据 已有资料 以及我们测

定
,

草地土壤含水量比一般作物地显著要低
,

因此在这类地方搞草粮轮作有可能出现草

粮争水
,

造成对作物抗早增产不利的一面
.

为慎重起见
,

应通过试验作出全面评价
。



三
、

不同作物的抗旱性及其合理布局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地形条件复杂
,

土地类型多样
,

为适应这种条件 以及多变的气

候因素
,

必须在特定环境下研究不同作物的抗早性能及合理布局
。

地处干早的国家很重视对作物种和品种的研究和选择
。

例如
,

苏联干旱地区主张扩

种高梁的种植面积
;
印度海德拉 巴地 区肯定了高梁

、

蓖麻
,

成功地引进了珍珠栗
,

明确

了豆类中虹豆产量最高
,

提出了扩大向日葵种植的可能性
; 为适应异常气候

,

一些地区

已鉴定出一批分别适于早
、

中
、

晚播的作物品种
。

目前我们对于本地区 几十种作物及其品种的抗旱性和生产力尚缺乏系 统 的 比 较研

究
,

因而在种植上带有一定的盲 目性
,

但不少地方在作物布局上也有成 功经验
,

如近年

来许多干早山区扩种高梁
,

陕西榆林地区和宁夏 固原县大面积推广洋芋
,

山西 中阳郝家

岭大队在高肥水平梯田上扩
一

大玉米种植
,

固原玛儿沟生产 队增加糜子面积并获得大面积

丰产等都是抗旱增产的成功事例
。

下面就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些初步讨论
。

(一 ) 主要秋作物的抗旱性问题

本地区的秋粮比重比夏粮大
。

秋粮中高梁
、

玉米
、

谷子三种作物是主要的
。

我们在

山西五里后大 队所作的调查结果表明
:

在严重干早年份
,

阴坡和阳坡两类条件下
,

高梁

的最高最低产量变幅为 1 39 一 2 96 斤
,

最 高产量为最低产量的 1
.

1倍
,

差异较小
,

说明其抗

旱性强而产量稳定
; 谷子的产量变幅为 60 一 1 62 斤

,

最高产量为最低产量的 2
.

7倍
,

差异

较高梁为大
; 玉米的产量为 36 一 2的斤

,

最高产量为最低产量的 7
.

2倍
,

差异最大
,

说明

其稳产性 比高梁谷子都差
。

从以上三种作物的根系分布和水分状况资料看 (表 4
、

表 5 )
,

也证实了高梁具有

表 4 梯 田上 高粱
、

玉米
、

谷子的根系分布

根系分布 (厘米 ) 根系入上深度 (厘米 )

主要分布层 密 集 层 } 最 深 深 度 较多根系达到深度

O一 4 5

0一 6 0

谷 子 0一 4 0

5` 3 0

1 0一 3 0

不明显

粱米高玉

较高的抗早稳产性能
。

我们还注意到
,

生长正常的高梁叶片含水量比萎蔫严重的玉米叶

片含水量还要低
,

这说明维持高梁叶片细胞正常膨压所需要的水分
,

即维持正常所需要

的水分比 玉米低
,

这是高梁在三种作物中抗旱性最强的一个重要生理原因
。

根据 以上分析
,

可 以对三种作物的丰产性
、

抗旱性和稳产性作出以下排列
:

丰产性顺序
:

高梁— 玉米— 谷子
。

抗旱稳产性顺序
: 高梁

·

— 谷子
·

— 玉米
。

(二 ) 关于玉米在旱地上的发展前途



表 5 高粱
、

玉米
、

谷子葵籍状况及葵蔫时叶片含水 t (鲜叶% )

里

洽毓
窗飞淤

一 一

…
-

赢币兹
一

赢
一

兹

一一一
:

玉米是需水需肥较多的高产作物
,

在水土流失区早地农业中能否发展
,

这 是 一 个

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
,

虽然玉米的抗早性不如高梁和谷子
,

但因

根系发育强大
,

能利用土壤深层储水
,

能忍耐长期萎蔫
; 如观察到 60 % 以上的植株持续

萎蔫达一月之久
,

其中绝大部分植株清晨皆能恢复膨压
;
且玉米植株的多数叶片具有长

期萎蔫而不枯的特点
,

并一旦获 得足够水分即能恢复正常生长
。

玉米需水临界期遇早
,

一

即所说的
“
卡脖旱

” ,

主要造成 玉米生长发育的失调
,

使受早严重植株雄穗开花散粉期

大大提早
,

迟抽穗的雌穗吐花丝后
,

不能正常授粉 (但这可 以通过人工辅助授粉的办法

作 一 定弥补 )
,

玉米植株发育一旦进入灌浆 期后
,

抗旱力便有了明显提高
。

在生产实践

中
,

不少生产队如五里后大队
,

寺腰晚大队等
,

在严重干早年分都曾出现过玉米单产 明

显高于高梁的地块
,

说明在干旱 山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玉米是可行的
,

也是有条件的
,

其

主要条件有两个
: ①选择肥力水平高的水平梯田

,

在温度不是限制因素的地方
,

最好选

阴坡地种玉米
; ②栽培管理措施要跟上

。

从玉米生长正常地块和受旱严重地块的土壤水

分变化看 (表 6 )
,

在一些情况下玉米受早
、

生长不 良
,

主要不是土壤水分不足
,

而是

植株本身吸收利用土壤水分的能力太差
,

所以在旱地栽培玉米时采取促使植 株 生 长 建

壮
、

根系深入土壤下层的农业措施
,

以增强对土壤水分利用程度是重要的
。

因此我们认

为
,

在施肥量充足
,

栽培管理水平较高的水平梯田上
,

只要上一年秋季雨水充沛
,

适当

表 6 土坡含水 t 与玉米生长发育状 况的关系

地 点 调查时间

一

澄臀哭刃…
植物受早严重的地

(水分% )

O一 1米 1一 2米

离石五里后

偏关韩家楼

米脂后 印斗

天水何家湾

7月 1 5 日

9月 1 0日

5
。

1 0

4
。

5 3 7
。

4 3

6
。

0 0

7
。

4 1 9
。

7 2

9月 5一 8日

9月 3日

4
。

8 9 8
。

9 6 6
。

3 3 9
。

4 0

1 3
。

0 1 1 9
。

5 2 1 4
。

4 4 2 1
。

0 3



多种一些玉米将是有利的
。

(三 ) 关于润整作物布局

我们曾对离石
、

安塞
、

固原早作农业中的作物布局作过一些调查
。

以固原县 为例
,

从 1 9 4 9年到 1 9 7 8年三十年中
,

1 9 6 4年 以前该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秋田大于夏 田 ; 1 9 6 4年

以后夏田面积略大于秋 田
。

目前夏粮面积 占5 5
.

5 %
,

秋粮面识 4 4
。

5 %
,

从产量看
,

秋作

物单产高于夏作物一成左右
。

各种作物中麦类面积最大
,

春小麦 62
.

1万亩
,

冬小麦 3 6
.

7

万亩
;
糜子是该县重要秋粮作物

,

近年来种植面积明显减少
,

从 1 9 49年 3 2
.

0万亩下降到

2 3
.

8万亩 ( 1 9 7 8年 ) ;
洋芋面积剧增

,

1 9 4 9年仅 6
。

1万亩
,

1 9 7 8年增至 40
.

5 万亩
;
玉米

面积有了一定增加
, 1 9 4 9年仅数千亩

,

1 9 7 8年发展到 5 万亩 ; 其他油料
、

豆类种植面积

较过去减少
。

看来
,

该县 目前适当扩大抗早稳产作物洋芋是成功的
,

但要适可而止
,

避

免过大波动
。

保持适宜于寒冷干旱山区种植的胡麻
、

燕麦等作物一定面积也是正确的
。

糜谷种植面积的大量下降值得研究
,

这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区是个带普遍性问题
,

不少

地方比过去下降了 1/ 3左右
,

糜谷适应性强
,

需水量少
,

不同品种生育期范围广
,

早年旱

地能保持一定产量
,

目前糜谷产量较低主要是栽培上的问题
,

如能在肥力较高的基本农

田上种植
,

同时增加栽培管理
,

同样可获得较高产量
。

从固原等地情况看
,

在旱地农业的作物布局 中适当扩大作物种植种类
,

继续引进试

种一些新的作物和品种是必要的
。

目前情况下把高梁
、

谷子
、

糜子
、

玉米
、

洋芋
、

黑

豆
、

黑麦
、

小麦等作为水土流失干早地区的主要栽培作物是适当的
。

但要因地制宜
,

同

时应逐步做到在作物区域试验和小环境试验的基础上
,

确定不同类型地 区作物的种植结

构和比例
。

我们 曾分析了宁夏固原县在丰水年
、

一般年和严重干早年各种作物的产量差别
,

如

以丰水年的产量为 1 00
,

各种作物在严重干旱年的减产顺序是
:

夏作物
:

黑麦 ( 6 5 )

—
扁豆 ( 6 8 )

— 豌豆 ( 6 3 )

— 春麦 ( 5 5 )

— 冬麦 ( 5 6 )

秋作物
:

洋芋 ( 7 6 )

— 筱麦 ( 6 5 )

— 荞麦 ( 5 7 )

— 谷子 ( 5 5)

— 糜子 ( 5 1 )

— 玉米 ( 3 9 )

还应指出
,

当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旱作农业作物布局普遍存在的夏作比例增大
,

糜谷面积急剧减 少
,

以及豆类面积下降等问题
,

对于抗旱增产是不利的
,

需有步骤的加

以调正
。

通过上面一些问题的分析讨论
,

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早作农业的增产途径
,

提出

以下初步意见
:

( 1 )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半干早山区
。

通过大量建设基本农田
,

综合运用深耕改

土
、

增施有机肥料
、

扩种抗旱稳产作物和实行抗早栽培措施等已有经验
,

便可以明显增

强作物对干旱的抵抗能力
,

获得较好收成
。

那种认为这一类干早山区不能搞粮食生产的

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

( 2 ) 本地区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是存在的
。

例如
:

建设微集水区发展径流

农业
,

是一项很有希望的抗早增产途径 , 大量种草解决肥源是一项培养地力
、

增强作物

抗早能力的现实措施
,
对现有作物种和品种区域化

,

同时选择引进新的抗 早 作 物 和品

种
,

是经过努力就可以收到成效的可靠增产办法
。



( 3 ) 围绕早作农业中提高作物水分利用率这个中心环节
,

开展一些基础间题的研

究很有必要
。

例如
:

农林牧地的水分平衡状况 ; 各种农作物最低
、

最适需水量 , 不同措

施对提高作物用水效率的影响等
,

都是制定抗早增产措施
、

采用新的抗早增产途径不可

缺少的基础 资料和科学依据
。

另外
,

多种微量元素
、

激素等化学物质
,

对提高作物抗早性的作用
,

少量灌溉水的

经济应用原理
,

评定作物耐旱力的简易定量方法以及干早预报的现代方法等问题
,

无论

从当前和长远 的需要讲
,

都应当有计划的开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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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黄土高原植被建造
,

是尽快解决该地区严重的生态失调问题
,

控制水土流失
,

彻底改变生产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
。

如何加速植被建造 ? 除人工造林种草
,

封山育林育

草外
,

我们认为飞播种草造林也是加速黄土高原大面积植被建造的有效途径
。

现将吴旗飞播种草造林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飞播区 自然条件

1 9 7 4年通过对宜川
、

安塞
、

志丹
、

吴旗等县的踏查
,

选定了宜川
、

吴旗做为代表两

个不同类型区的试验基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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