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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永寿县常宁公社
,

位于径河中游深切河曲的西岸与永寿梁之间
,

属黄土高原

破碎源区 (图 1 )
。

该类型在秦岭以北除关中盆地外
,

是农业生态条件较好
、

生产潜力

较大的地区
。

为此我对该社的农业生态因素作了一些动态解析
,

根据动态规律提出了高

产稳产农田建设的途径
,

供黄土破碎源区农田基本建设的参考
。

一
、

常宁公社农业生产的现况

常宁公社是以生产小麦
、

油菜为主的渭北早作粮油区
,

居关中和陕北粮油补缺的重要

地位
,

在农业生态条件

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该社总面 积 71 平 方公

里
,

总人口 2 2 , 0 2 4人
,

其 中农 业 人 口 1 1 , 6 9 2

人
,

农 业飞劳动力 s , 6 9 6

人
。

每个农业人口平均

耕地 9亩
,

每劳负担 2 8
.

5

亩
,

属地多
,

人少
,

生

产潜力较大的农业区
。

当前农业生产现况突出

表现为土地耕作粗放
,

利用率不高和产量水平

低三方面
。

耕作粗放主

要表现为农田的抗灾能

力很低
,

除源面修建三

比例尺 1 : 15000 00

常宁公社地理位置图

图 i

分之一的
“
水平捻地

”
外

,

尚无其它防患措施
。

所以沟蚀源面
,

风蚀土壤和早涝灾害严重

地破坏着农业生态条件
,

使农业生态系统日趋恶化
,

其显著标志是
:
土层痔薄

,

蓄水能
-

力弱
,

肥力低
,

影响了抗早
、

抗涝能力
,

从而也影响了光合潜力
。

例如一般肥沃 土地的



小麦播种量为 25一 28斤
,

而本区仅 10 一 12 斤左右
,

因而导致了农业生产上的广种薄收
。

土地利用效率低
,

主要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利用不够充分
。

.

在空间上约 30 %的土地 (包括

河滩地
、

沟坡地
、

源咀地和岭地 ) 还未利用 , 在时间上约 55 一 90 天的生长 期 被 白 白浪

费
,

而此时段正值作物生长的旺季
,

如能恰当安排作物茬口
,

还可争取一料的收成
。

产

量水平低而不稳是现阶段农业水平的集中反映
。

据永寿县粮食局 1 9 6 3一 1 9 7 4年的统计
:

1 9 7 1年最高
,

每亩平均产量 1 88 斤
; 1 9 6 4年最低

,

每亩平均产量 77 斤 , 一般年份 在 1 00 斤

上下
,

属低而不稳的农业区
。

形成低而不稳的原因
,

除 人 为 因 素外
,

与生态因素的波

动有密切关系
。

二
、

常宁公社农业生态因素的动态解析

作物的产量是光
、

温
、

水
、

土
、

气等要素的综合函数
,

它们之间的变化波动
,

必然

导致产量的变动
。

因此探索高产稳产规律
,

必须掌握产量与生态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

( 1 ) 太阳辐射
。

在作物的经济产量中除 15 %水分和 8 %的无机物外
,

剩余的物质

都是通过 C O : 和太阳光能制造的碳水化合物
,

可知辐射值的大小对产量的高低有很大的

影响
。

用公式 R = R / (0
.

2 48 十 0
.

7 5 2N ) 计算的常宁公社太阳辐射值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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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辐射值 1 2 1
.

13 大卡 /平方厘米
,

生长期 4一 9月份的累积值 7 6
.

6 1大卡 /平方厘米
。

作物生长期的辐射值能否达到高产的要求
,

可由太阳辐射有效利用率公式计算来判断
。

已知常宁公社小麦的最高年产每亩 1 88 斤
,

生长期 (4 一 6月 ) 的辐射总值 39
.

43 大卡 /

平面厘米
; 玉米的最高年产每亩 32 3斤

,

生长期 (5 一 9月 ) 的辐射总值 6 5
.

4 8 大卡 /平方

厘米
。

小麦每亩的太阳辐射利用率为 0
.

1 37 %
,

玉米的每亩利用 率 为 0
.

15 %
。

由 此 可

知
,

该区的太阳辐射资源是很丰富的
,

利用率却很低
。

如果其他 因素配合适当
,

高产的

辐射因素是优越的
。

( 2 ) 温度条件
。

温度对作物的影响方面很多
,

在此仅依当地的温度状况找出适宜

的作物类型
,
依生长期天数考虑合理利用的耕作制度

。

根据作物与温度的关系
,

将作物分为高温作物
、

低温作物和中间型作物三类
。

高温

作物要求适宜温度 25 一 35 ℃ ,

属于这一类的有甘蔗
,

高梁等 ; 低温作物要求的适宜温度

15 一 2 5℃ ,

属于这一类的有麦类
、
油菜

、

豆类和洋芋等
,
中间型的要求温度比较广

,

约

在 20 一 30 ℃ ,

属于此类的有水稻
、

玉米等
。



当地的实际温度如 以》 1 。℃的 甘平均温为有效生长期
,

则多年平均始于 才月 20 日
,

终于 10 月 13 日
,

生长期 1 76 天
。

在生长期内
,

15 ℃ 以上的 14 。天
,

20 ℃以上的 80 天
,

24 ℃

左右的 30 天
,

大部分时间介于 15 一24 ℃之间
,

按前述作物对适宜温度的要求
,

宜在此区

种植低温作物小麦
、

油菜和大豆 , 同时也可考虑中间型作物玉米等
。

从温度与熟制的关系考虑
,

若其它生态条件都较适宜
,

由现在一年一熟制改为两熟

制
,

从温度条件衡量是有保证的
。

例如小麦 g 月中旬播种
, 6 月中旬收获

,

从收到种空

闲 92 天
, 油菜 8 月上旬播种

, 6 月上旬收割
,

中间空闲 60 余天
,

若倒茬播种小麦
,

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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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公社年平均`夸水员与小麦产量相关图

图 3

达 1 10 天 以上
。

在此 空 闲时段复

种谷子
、

荞麦类短熟制作物在时

间上是富裕的
,

但是 目前要保证

以正茬小麦为主
,

考 虑 合 理 倒

茬
,

复种面积不能过大
。

因此
,

本

区在土地利用上还有很大的潜力

可挖
。

( 3 ) 水分状况
。

早地作物

高产适宜的水 分条件
,

其理想值
.

应是降水量与蒸发量相平衡
,

大

于或小于此条件对作物高产均为

不利
。

因此
,

作物的需水量可依

农 田蒸发力的多少来衡量
。

常宁

地区的农 田蒸发力运用 H
.

L
。

彭

门 ( P
e n m a n ) 的公式 计算 比较符

合实际
,

因为该式考虑了高产稳

产农 田的基本特点
,

即土壤水分

供应充足
, 地面为密实的作物复盖

;
作物在积极地生长

。

这些内容大致概括了农田生态

结构
,

所以它 求 得 的 蒸发力
,

可以近似的代表作物高产的需水量
。

根据彭门公式计算出常宁公社多年 各月平均农田 有效蒸发力如表 2
。

表 2 常宁公社多年各月平均农 田蒸发力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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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彭 门算式的缺点是 。 ℃以下的蒸发值较大
,

因 。 ℃ 以下地表冻结
,

这时仅有升华作

用
,

而蒸发力很弱
,

故可忽略不计
。

按此计算
,

小麦生长期 ( 牙月至翌年 5 月底 ) 的需

水量为 4 12 毫米即可达到高产的水分要求
。

关中各灌溉试验站对千斤 以上的小 麦 灌水试



验 为 45 0毫米
,
李玉山等同志的试验为 4 50 毫米

。

三者比较均较接近
,

因此
,

用 4 12 毫米

的需水值可以作为高产小麦的参考
。

当地的降水能否达到小麦需水这一要求
,

可从以下

三方面来分析
:

第一
、

从多年降水记录来看
,

多雨年 8 57
.

3毫米
,

少雨年 47 6
.

5毫米
,

多

年平均 6 15 毫米
,

均超过了 4 12 毫米的要求
;
第二

、

从小麦生长期的降水计算
,

多年平均

37 2毫米
,

缺欠 40 毫米
,

若计播前土壤储水
,

亦可达到供需之间的平衡
;
第 三

、

从 历年

小麦产量与年降水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看
,

二者之间不是正相关
,

从图 2 可知
,

多雨年

的产量反而较低
。

如 2 9 6 4
、

2 9 6 5
、

1 9 7 0年降水高达 5 5 7
、

6 7 5
、

6 7 7毫米
,

而小麦产 量 分别

为 3 6
.

8斤
、

7 1斤和 4 0斤 ; 少雨年 1 9 6 5
、

1 9 6 7
、

1 9 6。年
,

降水依次 为 6 0 8
、

续8 5和 4 7 0毫米
,

而产量反而高 于以上年份
,

分别在 145 斤
、

1 30 斤和 1 25 斤
。

由上可知
,

该区除特 殊 的大

早年外
,

一般年份可满足小麦高产对水分的要求
。

秋作物 以玉米为代表
。

玉米生长期 6 个月 ( 4 月上旬播种
,

白露前后收获 )
,

需水

量 6 5 4
.

4毫米
,

同期降雨量 4 59
.

8毫米
,

缺 1 9 4
.

6毫米
,

尤其 6 月份是玉米需水关键时期
,

需水高达 15 1
.

4 4毫米
,

而该月的降雨量仅 42
.

9毫米
,

缺 1 0 8
.

5 4毫米
,

故 6 月份常有
“ 卡

脖子早
”
的威胁

,

致使玉米减产而收成不稳
。

通过夏
、

秋作物需水 与供水情况的分析可知
,

当地的降水对夏季作物有利
,

而对秋

季作物无保证
。

今后欲提高复种指数
,

需扩大水源
,

方能解决秋季作物需水与供水之间

的平衡
。

地表水和地下水是本 区扩大水源有希望 的两个途径
,

经初步调查
,

地表水年径流总

量 47 4万立方米
,

可利用的约 4 32 万立方米
,

每亩以 2 75 立方米 计 ( 4 1 2 毫 米 )
,

可灌溉

1 5 , 7 00 亩
。

地下水能够灌溉利用的面积仅 5
.

5平方公里
,

地下水的动储量年约 57 万立方

米
,

每亩每年以 27 5立方米计
,

可灌溉 2
,

00 0亩左右
。

由降水
、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总量可知
,

本区夏秋两料作物高产的需水量与能够利用

的水量是基本平衡的
,

问题是要有效地利用各种水资源
。

( 4 ) 土壤肥力状况
。

常宁公社的土壤依据肥力和厚度 可分为三等四类
,

依次为
:

黑沪土
。

这是本区最好的土壤
,

但面积很小
,

仅残存在平坦的源面处和沟头上方的凹

地
。

它的特点是 fflJ 面有明显的两层结构
,

上为褐色熟化层
,

下为黄土母质层
,

耕层厚约

23 厘米
,

其间有机质含量 1
.

18 一 1
.

2 4 %
,

全氮含量 0
.

05 8一 0
.

06 6 %
,

有 效磷 3
.

8一 4
.

0

p p m ,
p H值 8

.

3
。

小麦播种量 15 一 18 斤 /亩
,

产量在 20 0斤以上
。

黄塔土
。

这是 该社分布最广的土壤
,

占源地面积的 80 % 以上
,

它的特点是剂面结构

和色泽均一
,

无明显的上下差异
,

耕层厚度 13 厘米左右
,

有机质含量。
.

90 一 1
.

10 %
,

全

氮 0
.

0 13 一 0
.

0 5 2 %
,

有效磷 2
.

6一 3
.

O PP m
, p H值 8

.

4一 8
.

6
。

小麦播 种量 1 2一 14 斤 /亩
,

产量 150 斤左右
。

白缮土
。

这是当地土类中最差的一类土壤
,

约占源面积的 17 %
。

它的特点是 含石灰

质结核多
,

因富集钙质而色发 自得名
。

耕层厚度 3一 4厘米
,

有机质含量 仅 。
.

8 %
,

全氮

0
.

04 %
,

有效磷 1
.

SP p m , p H值 8
.

8
。

小麦播种量 9 斤 /亩左右
,

产量不超过 1 00 斤
。

红粘土
。

这是黄土夹层中的古土壤层
,

后经侵蚀而露于地表
,

因色泽暗红
、

质地粘

重而称红粘土
。

它的肥力状况与生产水平类似 白缮土
,

故当地将二者同归低产土
。

由以上四种土壤的肥力
、

结构和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知
,

本 区的土壤是在黑沪土



遭受侵蚀演变而来
。

土壤的分析结果证明
,

土壤养分
、

土层厚度 以及生产性能均由黑沪 土 依 次 向黄塔

土
、

白缮土递减
,

而 p H值却相反
,

依次 由黑坊土 向白塔土增高
,

反映了土壤 遭 受侵蚀

的不同程度
。

据通常土壤肥力评价标准
:

全氮 > 0
.

20 %
、

有效磷 > s o p p m 为 肥 沃 土 ;

全氮在 0
.

10 一 0
.

2 0 %
、

有效磷在 20 一 40 p p m为肥土 , 全氮在 0
.

05 一 0
.

10 %
、

有 效 磷 在

1 0P p m 为中等土 ; 全氮 < 。
.

05 %
、

有效磷 < 6 p p m 为贫痔土
。

而常 宁 公社最 好 的 黑 护

土全氮仅 0
.

0 58 一。
.

0 66 %
,

有效磷仅 3
.

8一 4 PP m属贫痔土
。

可见该 区 的土 壤 结 构 不

良
、

肥力贫痔
、

土层浅薄
、

播种量低
,

全由水土 流失所导致
。

( 5 ) 水土流失的危害
。

该区的土壤均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
,

若以无侵蚀的黑沪土

作 为划分土壤侵蚀等级的参考
,

可将本区的土壤侵蚀分为弱
、

中
、

强三级
。

微弱侵蚀区

以黑沪土 为标志
,

但面积很小
,

约 。
。

2 %左右
。

中等侵蚀区 以黄缮土为标志
,

约 占源地

面积的 80 % 以上
。

强烈侵蚀区以 白缮土 为标志
,

约占源面积的 17 %
。

从侵蚀等级来看
,

几乎全区均处于中等和强烈侵蚀阶段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约 5
.

5 86 吨
,

沟谷 每 年平

均伸进的速度 1
.

5一 2
.

0米左右
。

所以水土流失危害之广
、

侵蚀量之大
、

破坏速度之快
,

都应列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间题对待
。

( 6 ) 大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风在三级以下时
,

可调节作物的二氧化碳浓度
,

促

进光合作用
; 同时也有助于作物授粉

,

提高产量
。

但当风力超过五级时
,

风蚀使土壤削减

肥力
,

增大蒸发
,

降低水分利用
;
若在小麦扬花期

,

则影响授粉
、

结实并引起倒伏 , 若

在成熟时期
,

则引起青干早衰和掉粒而减产
。

常宁地区是全省闻名的 大 风 区 域
,

素有
“
常年北风吼

,

出门坡坡陡
”
的说法

。

如 1 9 7 5年 4月 7 日
、

9日两次八级以上的大风
,

造成

该社严重的灾害
,

使小麦减产 20 % 以上
。

大风使源边
、

源 咀的土壤吹蚀 4 厘米左右
,

约

每亩吹走肥土 27 立方米
,

致使土地肥力衰退
,

影响当年和 以后的生产
。

八级大风每年均

有
,

据永寿气象局多年记录 ( 1 9 5 9一 1 9 7 。年 )
,
少者年达 4 次

,

多者 21 次
,

平均每年 n

次
。

从多年月平均值看
, l一 8月的机率最大

,

约在 50 一 7 5 %之间
,

而此时段正值夏秋作

物生长的关键时期
,

如不 防治
,

则年有 50 一 75 %的风患袭击作物
。

因此
,

防风措施应在

本区的农田建设中引起足够的重视
。

三
、

常宁公社高产稳产农田建设途径

我将 “ 高产稳产农田
”
定义为

:

农田生态条件处 于最佳状况下
,

光能利用效率达到

最高值的农田
。

高产标准为
:

要求小麦亩产达到 1 , 5 3 7斤
、

玉米达到 2
,

80 9斤 , 稳产的标

准为
:

要求达到能抗御各种 自然灾害
,

使作物产量不 因自然灾害而波动
。

高 产 标 准 是

按Y = 云 R
·

L公式求出小麦和玉米的最高产量值
。

式中
:

Y

— 生物学产量 ( 斤 /亩 ) (经济产量按生物学产量的 1邝计 )
;

兄 R

— 作物生长期间太阳辐射总值 (大卡 /平方厘米 ) ;

L

— 最佳生态条件下的干物质系数 (斤 /亩 )
,

玉米为 0
.

1 2 3 8 ,

小麦为 0
.

1 1 1 4
。

将以上各参数代入
,

求得小麦最高产量 1 , 5 37 斤 /亩
,

玉 米 2 ,

80 9斤 /亩
。

高产稳产农



切 的建设则按上述标准考虑
。

(1 ) 商产德产农田的水分条件
。

我们作了该区多年各月平均降水量与蒸

发量之间的相关图
,

从图 3 二者之间的

消长关系可明显地看出一年 内 三 个 不

同的水分期
: 8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为水

分效余期
:

n 月初至翌年 4 月初为水分

稳定明
; 4 月初至 8 月上旬为水分亏损

期
。

后一时期是易早时期
,

要注意水分

的调 猫
,

因此时期的蒸发力 为 5 9 1
.

9 3毫

米
,

降水量 4 15
.

3毫米
,

差 1 7 6
.

6 3毫米
,

即每亩需补调 1 7 6
.

6 3毫米的水量才能达

常丫公社多年平均川译水量与燕发量相关图

图 3

到降水与蒸发之间的平衡
。

若以该社能够灌溉的耕地 5 1
,

96 2亩计
,

即 需水约 6 12 万立方

米
,

而当地可利用的地表径流 4 32 万立方米
,

地下水 3 50 万立方米
,

二者合计 78 2万立 方

米
,

大大超过了 6 12 万立方米的数值
。

因此
,

解决 4一 8月降雨差额 1 76
.

63 毫米 的 水源是

有保证的
。

如能做到这一平衡
,

不仅保证了作物高产的水分条件
,

而且增加 了 6 12 万立

方米的水分循环
,

从而提高了水分的有效利用
,

同时对改善生态环境也将 产 生 良好影
、

响
。

( 2 ) 高产稳产农 田的 田面要求
。

水土流失地区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必须注意三便

要求
,

即便于水保
、

便于灌溉和便于机耕
。

三者的基础是保证田面平整
。

因水土 流失
一

`了

坡度大小成正 比
,

坡度 l
。

内侵蚀微弱
, 1一 3 。

为中等侵蚀
, 3

。

以上则为强烈 侵蚀
,

所以
.

改变坡度是水保的基本措施
。

事实说明
,

大部分地区属中等和强烈侵蚀坡度区
,

需要由坡地修建成水平捻地
。

水

平捻地的田面宽度上限不应超过 30 米
,

而下限应不小于 9 米
。

因本 区属轻壤质土壤
,

土

壤空隙度达 45 %
,

透水性强
。

据灌区试验所知
,

轻壤质土壤的灌水畦长不宜超过 30 米
,

超过此值因耗水量大
,

影响用水定额
。

下限 9 米的宽度是根据拖拉机的最小转弯半径确

定的
。

我国的拖拉机以 《铁牛 55 型 》 和 《东方红 75 型》 最普遍
,

它们的最小转弯半径虽

各不相同
,

但 7
.

5米的半径可适应各种型号
,

为保险起见可增大到 9 米宽则可保证 机 械

化操作的方便
。

9一 30 米的 田面宽
,

在不同坡度下要达到又省工又能保证田 面 要求
,

可

通过 B = H ( C ot o 一 C ot a) 公式的计算来优选
。

式中
:

B

—
田面净宽 ; H

— 地坎高度
;

C Ot O一田面毛宽 ( 0为坡地坡度 )
:

C ot a
一地坎占地宽 a( 为地坎外侧倾角

,

取
a = 3 9

。

)
。

计算结果表明
, 1一 4

。

的坡度取 1米高的地坎
, 8

。

以内的坡度取 2 米高的田 坎 即可

达到
“
三便一省

”
的标准要求

。

( 3 ) 高产穗产农 田土坡肥力条件要求
。

当地的土壤熟化层浅
、

肥力低
,

是阻碍作物

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
,

因此土壤的培育应从两方面着手
。

适宜作物的土壤深度应考虑三个因素
,

即作物生长的要求
,

土壤蓄水的深度和一般



年份连续最大降雨量
。

这是通过土壤深耕进行抗早
、

抗涝和提高产量的有效途径
。

由土

壤蓄水深度公式求得当地土壤蓄水适宜的深度为 3 9 4
.

7毫米
,

相 当 1
.

2市尺
。

但此值是一

临界值
,

小于此值则失去保水效能
,

因此在实践中应力求达到 1
.

5市尺
。

这一深 度 与深

根作物小麦
、

油菜
、

玉米高产要求 1
.

5市尺的深度是吻合的
,

故可作为高产土壤 的 措施

考虑
。

关于作物高产 听需要的肥量
,

可从预期的最高产量和土壤本 身 所 含 有的氮
、

磷
、

钾数量来计算
。

首先求出氮的需要量
,

磷的数量可依氮磷比例 的 1/ 3 计
,

钾因黄土地 区

是富集区故可不作考虑
。

将各项参数代入氮肥施用量公式
,

可求出小 麦 亩 产 1 ,

53 7 斤 时
,

需 N 5 6
.

5 5 斤
,

P
:
O

。 1 8
.

8 5斤 ;
玉米亩产 2

,

5 0 9斤
,

N z o o斤
,

需 P
:

O
。 3 3

.

4斤
。

通常国内外以亩产粮食 1 0。

斤需 N 3 斤
,

需 P
Z
O

。 1 斤计 算
,

按以上小麦产量计
,

需 N 4 6
.

l i 斤
,

需 P
2
0

5

15
.

37 斤
。

二者比较
,

本文的算值约高出后者 10 斤
,

但后一计算未考虑作物的根茎叶和土 壤 中 的

N
、

P
Z
O

。

含量
,

因此本文的计算接近实际
,

可作为当地科学施肥的参考
。

( 4 ) 风患的防治
。

八级以上的大风对农 田的危害甚为突出
,

为了夺取高产必须建

设防风林带
。

建设防风林带的有效标准
,

国内外的经验是林带与主风向垂直
,

林带减低风速的有

效宽度为 15 一 2 0米
,

林带之间的间距为树高的 20 一 25 倍
。

本 区的主要风向 以 西 北 风 为

主
,

次为北风
,

防御这两组风向
,

以建立东西 向的林带最优
。

因东西向的林带可减少林

酬瞩

\

带的宽度
,

也减少了林带占地多的缺陷
,

并且它的效

果也不减低
。

当西北风穿过东西向的林带时
,

实际上
。;

等于穿过垂直林带宽度的一倍多 (图 4 )
。

如果林带

一 需 要 20 米 的宽度
,

东西向的林带仅要 10 米就可达到

预期的效果
。

因此在当地宜建东西向的林带
,

其宽度

以 1 0米为宜
。

关于林带之间的间距
,

可依据树高的 20 倍设计
。

考虑当地的速生树种白杨树为林带的主体
,

它的平均
高度 为 12 米

,

以树高20 倍计
,

其有效 间距 以 24 0米为

米0
` .1

!
宽!

带休

图 4

宜
。

我认为
,

以上四方面是 作物高产稳产不利的因素
,

若按上述标准进行 基 本 农 田建

设
,

则可达到高产稳产农田生态条件的要求
。

四
、

常宁公社农业发展的生产潜力

预测农业发展生产潜力
,

是科学研究的主要职能
。

所谓农业生产潜力
,

就是作物最

高光能利用率减去现有利用率
。
用 P 二 (乙 R

·

L ) 一 Y公式可求出该社小麦租玉米的生产

潜力
。



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洪水及其利用

王 晶 苏仲仁

(甘肃省水利厅水 土保持局 )

甘肃省中部干旱地 区
,

西起东乡
、

永登
,

东到陇山
,

北至景泰
,

南到陇西
、

秦安
,

总土地面积约 6
.

86 万平方公里
。

耕地 2
,

1 00 万亩
,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 占13 %
,

绝大部分

缺乏灌溉条件
,

土壤水分无地 下水源补给
,

完全依赖大气降水
。

据气象部门分析
,

中部

地 区小麦需水最多的拔节至开花灌浆期 ( 5 一 6月 ) 的降雨量与定西地 区夏田单产的关

系 (图 1 )
,

求得两者相关系数 为 0
.

4 7 8 ,

信度达 。
.

05
。

尽管影响产量的因子十分复杂
,

但仍得到上述较高的相关系数
,

说明目前的生产水平
、

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水的

多少
。

式 中
:

P

—
发展的生产潜力

; 名 R
·

.L— 光合作用最高产量 ,

Y

— 现有作物产量
。

前 已依据 Y = (兄 R
·

L ) 求出小麦的最高产量为 1 , 5 37 斤 /亩
,

玉米为 2
,

80 9 斤 /亩
。

而现

在的产量小麦为 1 74 斤 /亩
,

玉米为 3 23 斤 /亩
,

可见今后小麦可达到的生产潜力 为 1
,

3 6 3

斤 /亩
,

玉米的生产潜力为 2
,

4 86 斤 /亩 , 二者均高出现有产量的 9倍
。

参考世界作物高产

记录和平均单产差值看 (表 3 )
,

常宁公社的生产潜力计算值与先进 国家的生产潜力值

是大致吻合的
。

表 3 目前世界主要粮食作物最高产 t 与平均单产统计表

试验 田最高记录斤 / 亩 A 世界平均单产斤 / 亩 B A / B

3
,

4 2 0

l
,

8 7 4

日 本

美 国

美 国

口 本

3 2 0

2 2 7

3 7 2

1 8 8

1 0
.

7

物ǔ稻麦

水,J’

2
,

9 5 0

1
,

0 2 0

7
。

9米豆玉大

表 3 表明
,

世界最高产量与平均单产之比为 8 一 10 倍
,

而常宁地区计算最高产量高

出现在平均产量 9 倍
,

所以上述生产潜力值是可以达到的
。

若 以小麦每亩 1
,

36 3斤
、

玉米

每亩 2
,

48 6斤的生产潜力计算
,

该社 5 万余亩耕地可增产小麦 6
,

8 15 万斤
,

或 增 产 玉米

1 2 , 4 30 万斤
。

今后作为陕西省的粮食基地从生态条件或是生产潜力来 讲 都 是 很有希望

的
。

因此
,

建议农业负责部门
,

应将渭北地区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地区进行建设 投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