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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
,

在东

经 1 0 8
0

1 产一 1 0 8 “
1 9

了 ,

北纬 3 4
0

1 2 /

一 34 “ 2 6沪

之间
。

自然地带处于暖温带半千早落叶阔

叶林草原褐土带
。

年平均气温 1 2
.

9 ℃
。

年

平均降水量 6 3 7
.

1毫米
:

春季降水量 1 31 一

1 57 毫米
,

占全年降水量 23 一 24 %
,

有 利

于冬小麦生长
罗
夏季 降 水 量2 25 一27 0 毫

米
,

占全年降水量 39 一 41 %
。

高温多雨的

配合
,

对秋季作物的生长有利
。

本区农业

历史悠久
,

人类生产活动对
·

土壤发生
、

发

育 的影响深刻
。

加之地形不同和区域性水

文地质条件的差异
,

形成了多种岩成
、

水

成
、

耕种熟化的土壤
。

全县共有楼土
、

黄

土
、

潮土
、

水稻土
、

沼泽土
、

淤土等六个

土类
。

成土条件的特点
,

是强烈的人类活

动和地域性成土条件
,

掩盖了生物气候的

地带性影响
。

土地类型可分为楼土壕地
,

楼土平川地和潮土滩地三类
。

一
、

土地利用史

据历史文物的考证
,

武功县远在五
、

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

古人类就开始 了

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
,

种植谷物 ( 以粟为

主 )
,

饲养家畜
。

距今三千年前
,

随着周族

在武功
、

扶风
、

岐山一带 (称周原 ) 的定居

和兴起
,

农业 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

当时种

植的作物除粟外
,

还有大麦
、

小麦
、

稻
、

樱
、

豆类等
; 牛

、

马
、

羊
、

鸡
、

犬
、

猪已作为

家畜家禽饲养
;
并开始 了农 田灌溉事业

。

秦汉时期
,

关中平原 己成为我国人 口

稠密的农业 区
。

特别是汉朝推 行 了 “
代

田 ” 土地轮作制
,

同时建成 了以长安为中

心的农 田灌溉 网
。

耕牛开始广泛使用
。

小

麦已成为当时主要种植作物
,

并陆续从外

地引进 了牧草
、

绿肥兼用植物一首着和经

济林木
:

核桃
,

石榴
、

葡萄
、

苹果等
。

到

元朝开始种植棉花
,

从此关中逐渐形成 了

以粮棉为主的农业区
。

清末
,

农业生产发展逐渐缓慢
,

直至

解放前国 民党统治时期
,

苛捐杂税繁重
,

战祸灾荒不断
,

农业遭到了更大的摧残
。

1 9 2 8一 1 9 30年
,

关中地区三年大早
,

七百

万灾民外逃
,

武功源上荒无人烟
。

缓
,

一般都在 45
。

以内
,

土壤物理性较好
,

水分较足
,

进行工程措施较易
,

绿化成活

率高
。

如山西离石县王家沟内的一支沟在

相对稳定的红土坡所种的洋槐
,

成活率在

90 %以上
,

胸径一般都在 3一4厘米 以上
,

树高3一 5米
,

树冠早 已交接郁闭
,

除对蓄

水保土
、

稳定坡面起了良好的作用外
,

附

近居 民还得到不少枝条作为薪柴
。



二
、

土地利用现状

(一 )土地利用结构

全县总土地面积 7 6 0, 1 24 亩
,

生产用地

5 7寸 , 6 9 8亩
,

非生产 j月地 9 5
,

4 2 6亩
。

从土地

利用结构看
,

武功县的土地利 用 率 比 较

高
,

达 8 5
.

7 %
,

而关中各县 多 为 70 % 上

下
。

生产用地 以农耕地为主
,

其中水浇地
5 3 0 , 45 7亩

,

早地 2 7 , 4 2 0亩
,

水 田 1 0
, 5 8 7亩

,

分别占农耕地的 9 3
.

3%
、

4
.

8 %
、

1
.

8 % ,

林地面积不大
,
牧业用地极微

。

非生产用

地中
,

大部分为居民点
、

工矿企业
、

机关

学校
、

交通设施所 占用
。

随着 工 业 的 发

展
,

人 口的增长
,

非生产用地有迅速增长

之势
。

另外尚有 2 , 4 37 亩荒坡地有待 开 发

利用 (见表 l )
。

的土地利用情况
,

也反映农业生产按照 自

然规律的合理配置
,

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发

展的方向
。

武功县土地利用分 配 比 例 悬

殊
,

单一经营突出
,

有史以来以种植业为

主
,

无论从用地面积或产值
,

农业均 占绝

对优势
。

种植业产值占7 9
.

5 % ;
林业比重

小
,

占 0
.

5% ; 渔业几乎没有
;
牧业 全 部

为社
、

队和家庭养殖
,

占9
.

8 % , 副 业 主

要是队办五小工业
,

占 1 0
.

2 %
。

但由于各

地生产条件不一
,

农业部门产值结构也不

完全相同
。

头道源地区的社队
,

单一经营

最甚 , 渭河滩地的社队
,

综合发展较好
。

但总的来看
,

武功县是以种植业占主导地

位的
。

三
、

土地合理利用途径

(二 ) 农业部门的产值结构

农业部门的产值结构既反映一个地区

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应该是
:

1
.

土地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 ,

2
.

充分发挥土地生产潜力 ,

3
.

在长期利用中土地生产潜力不致下

表 1 武功县土地利用情况

{
型

{
面积 (亩 ,

…
“ 总土地面积 (% ,

农 耕 地

林 业 用 地

牧 业 用 地

合 计

5 6 8
,
4 6 4 8 4

。
8

6
,
0 2 4

5 7 4
,
6 9 8 8 5

。
7…

一 |

产生用地

居民点
、

厂矿
、

机关学校等占地

铁路
、

公路等占地

斗渠以上的渠系占地

其 它 占 地

荒 坡

合 计

6 5
,
0 3 4

1 5
,
5 6 7

8
,
7 5 6

3
,
6 3 2

2
,
4 3 7

非生产用地

9 5 一
4 2 6 1 4

。
3



降或枯竭
。

因此
,

当前武功县土地利用万

面存在的问题有
:

1
.

良田的非生产化趋势越来越严重
,

土地利用率 日益下降
;

2
.

单一经营
,

土地生产潜力发挥不够

充分
多

3
.

用地养地结合不好或经 营 管 理 不

善
,

土壤肥力普遍下降
,

有机 质 缺 乏
,

氮
、

磷 比例失调
,

湿害严重等
。

这些间题

的存在
,

阻碍着本县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

需要采取合理措施予以解决
。

1 31
, 34 0 平 方 米

,

分别占耕地的 7
.

1 % 和

1 6
.

2 %
,

对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十 分

不利
。

这种小农经济遗留
’

F来的不 良习惯

应予克服
,

统一规划取土场地
。

制止在 田

面上挖土壕的同时
,

要求取土与平整土地

结合起来
,

逐步填平老土壕
,

恢复田面
,

保持平整
。

(一 ) 保护 良田
,

德定和提高土地利

用率

武功县是一个平原县
,

土 壤 素 质 良

好
,

土地资源优厚
。

但由于人 口增长和工

业发展
,

基本建设占地越来越多
,

而对基

本建设用地又缺少合理安排和控制
,

加上

当地群众喜欢宽房大院的习惯
,

所以不论

国家单位或社员个人
,

基建占地面积远远

超过实际需要
,

常常是
“
未修房子先圈墙

,

房子不大 院宽广
”
的不合理 现 象

。

据 调

查
,

一个一
、

二十人的小单位
,

竟可占地

两万平方米
。

基本建设用地每年侵占数 以

千亩计的 良田
。

据统计
,

三十一年来
,

武功

县农业人 口增加了 1
.

1倍
,

耕地减少了 3
.

2

万亩
,

每人平均耕地由 3
.

19 亩减少到 1
.

51

亩
。

这样下去
,

后果是严重的
。

急需制订

一个切实可行的农 田保护条例
,

在积极节

制人 口的同时
,

严格控制基本建设用地
,

无论厂房或住宅尽量少占良田
。

并通过总

体规划以及修梯田
,

植树种草
,

引洪漫淤

等措施
,

积极治理和开发利用 荒 坡
、

荒

滩
、

增加土地利用率
。

此外
,

当地群众为了垫圈或烧砖瓦
,

随地挖坑取土
,

致使土壕比比皆是
。

据头道

壕长兴大队和二道源营南大队实测统计
,

取土壕面积 分 别 为 97
, 3 38

.

2 平 方 米 和

( 二 ) 调整农业 内部 比例
,

实现农
、

林
、

收
、

付
、

渔全面发展
。

武功县的农业单一经营突出
,

偏重粮

食生产
,

忽视其它
“ 四业

” 。

农业内部比

例失调
,

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而合理的利

用
。

应采取 以牧促农
,

以林护农
,

以副养

农的途径
,

为农业提供充分的 肥 料 和 资

金
,

促进农业的稳步发展
。

诚然
,

武功县农业历史悠久
,

垦植指

数 高
,

每人平均耕地少
,

要大面积的发展

林
、

牧业是困难的
。

但只要懂得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间互相依存
、

互相促进的

辩证关系
,

认识到单一经营的弊病和
“ 没

有林
、

牧业的农业是不完 全的农业
” 的深

刻含意
,

并决心按 自然规律力
、

事
,

因地制

宜的发展生产
,

那么农业内部实行调整
一

也

是不难的
。

除 目前尚未开发利用的 4 , 0 00 多

亩荒坡
、

荒滩地可积极用来发展林
、

牧业

生产外
,

农耕地内部也可通过提 高单产的

途径
,

在不减少粮食总产的前提下
,

从土

地的适宜性出发
,

给以合理 的 调 整
。

例

如
:

67
, 0 00 多亩沟坡地 除改造为梯田外

,

其余可逐步停耕还林还牧
, 60

,

0 00 多亩河

滩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
,

部分用于种草种

树
,

促进农
、

林
、

牧全面发展
。

而且平原

区可 以通过农副产品综合利用以及社养
、

队养
、

户户分养的办法大力发展畜牧业 ;

通过土地园田化
,

设置防护林网
,

并在河

边
、

道旁
、

村头
、

房前屋后种树的办法发

展林业
,

实现以农为主的 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
。

(三 )用地养地结合
,

建立高产德产

农田作物生态平衡

近年来
,

由于灌溉事业的迅速发展
,

出现了盲 目追求粮食复种面积的倾向
,

挤

掉了养地作物和绿肥
。

据统计
, 1 9 7 3年全

县养地作物首楷面积 2
.

” 万亩
,

而 1 9 7 8年

和 1 9 7 9年下降到 1
.

21 一 1
.

08 万亩 ;
豌豆麦

1 9 7 5年 6
.

4万亩
, 2 9 7 9年下降到 1

.

4万亩
;

油菜 1 9 5 3年 4
.

4 8万亩
, 2 9 7 9年下降到 2

.

7 5

万亩 ,
绿肥 1 9 65年全县 6

.

5 5万亩
, 2 9 7 9年

仅 0
.

4 3万亩
,

减少近 1 5倍
。

加之土粪量少

质差
,

导致全县土壤肥力普遍下降
,

有机

质减少
,

磷素缺乏
。

据测 定
,

杨 陵 公 社

1 9 6 3年到 1 9 8 0年 17 年间
,

耕层土壤有机质

由 1
.

15 8%降到 1
.

0 28 %
。

全县耕层土壤有

机质平均含量 1
.

0 63 %
,

全氮 0
.

0 89 %
,

速

效磷 9
.

l p p m
,

均属中下水平
。

土壤 物 理

性质不良
,

土壤肥力不高
,

是武功县当前

作物稳产高产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
。

为此

提出下列两项措施
:

1
,

扩大绿肥和养地作物 的种 植
。

全县

目前尚有 7 万亩夏闲地
,

10 万亩冬闲地
,

,

加上一部分间套田
,

发展绿肥的潜力还很

大
。

麦田可种草木挥与夏播短 期 绿 肥 并

重
,

棉田 以毛曹子为主
。

在头道源耕地较

宽的社队
,

可推广代 甲公社发展绿肥的经

验
,

试行三个
“ 三分之一 ” ,

即豌豆麦占

夏粮面积的三分之一
;
秋开带粮豆间套 占

秋粮面积三分之一
; 麦田播草木择

,

预留

棉田种毛曹子
,

夏播短期绿肥 占粮食耕地

面积三分之一
。

绿肥压青肥地的增产作用是显著的
。

代甲公社小王五队在夏闲地种植草木挥
,

亩产鲜草 3 ,

00 0斤
,

每亩增产小麦 1 50 斤
,

后作玉米增产 33 % ;
景庄坡头生产队棉田

绿肥毛菩子
,

亩产鲜草2 , 9 00 斤
,

翻 压 后

比对照增产皮棉5 3
.

9斤
。

随着畜牧业的发

展
,

逐步可以试行改压青为先 喂 畜 后 肥

地
,

走以绿促牧
,

以牧增肥的道路
。

另 外扩种油菜也是倒茬培肥地力的好

办法
。

除落入土壤中的叶和花外
,

残留根

茬就有 l ,

00 0一 1 ,

40 0斤 /亩
,

而且油 渣 既

可以养畜积肥
,

又可直接用作肥料
。

2
.

大抓肥料基本建设
,

改 进 积 肥 制

度
。

大积
、

大造
,

大搜有机肥
,

迅速增加

有机肥的用量
,

改善土壤物 理 性 状
。

为

此
,

应在继续重视养猪积肥的同时
,

抓好

大家畜
、

羊粪肥及人粪尿的积保工作
,

确

定合理的粪土 比和填加禾秆垫料
,

提高土

粪质量
,

改变黄土搬家的不 良习惯
。

在燃

料充足的地方可以逐步推行秸秆还 田
。

( 四 ) 防止湿害
,

改善作物生态环境

由于大水漫灌
,

以水代管
,

加之渠道

渗漏严重
,

部分地区地下水位 大 幅 度 上

升
。

1 9 7 2年以来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县由

于地下水上升造成积水面积达 5 55 亩
,

苏

坊公社的芋村
、

凹里
、

代家一带近万
一

亩土

地地下水位显著上升
,

有的 已接近或达到

地表
,

土壤次生潜育 化严重
。

二
、

三道源

老灌区
,

地下水位也有所提高
。

由于长期

不合理灌溉
,

还造成土壤物理性状恶化
,

紧

实板结
,

水
、

气矛盾突出
,

微生物活动减

弱
。

同时土壤水分过多
,

不仅限制了作物

养分供应状况
,

还造成土壤可溶性养分流

失
。

在地形基本一致的条件下
,

还因早春

地温上升慢
,

使小麦迟返青 3 一 5 天
,

既

延误农时
,

又引起小麦生长屏弱
,

发育不

良
。

为了防止土壤湿害
,

应注 意 合 理 用

水
,

实行定额灌溉
,

防止渠道渗漏
。

在渠

井双保险的地区
,

宜控制渠水灌溉
,

积极

开发利用地下水
,

实行
“
井灌井排

” ,

把

抗早和防涝紧密地结合起来
。



(五 ) , 视施用磷肥
,

协调氮磷比例

近年来
,

施肥方面存在着重化肥轻有

机肥
,

重氮肥轻磷肥的偏向
。

据 调 查
,

1 9 7 9年武功县施入土壤的总氮量中
,

化肥

氮素在头道源
、

二道糠
、

三道 源 分 别 占

5 4 %
、

5 7 %
、

6 1%
。

全县 1 9 7 9年施入化肥

中
,

氮
、

磷肥之比为 4
.

6 ( 氮 以 标 准 肥

计 )
,

其中车站公社高达 44
,

大庄公社为

22
,

造成土壤氮
、

磷比例严重失调
。

据测

定
、

全县土壤平均氮
、

磷 比例 6
.

5
。

过多的

氮素
,

往往有害无益
,

不仅造成 了浪费
,

提高了成本
,

而且引起棉花徒长
,

小麦贪

青晚熟
、

倒伏
、

青干而减产
。

杨陵公社屹

瘩庙大队和车站公社营上大队
,

都曾发生

过这类减产现象
。

因此必须重 视 磷 肥 施

用
,

提高磷肥利用率
。

在施肥上抓好 以下

几点
:

1
.

因 土施磷
。

武功县土壤养分测定结

果表明
,

以五花土
、

红油土
、

沙土缺磷比较

严重
,

黄塔土
、

黑油土次之
。

就同一土种

说
,

近村地施有机肥多
,

含磷量较高
,

远

村地施肥少
,

仅 以倒茬作物恢复地力
,

磷

素相对较低
。

因此将磷肥首先施用于缺磷

土壤效果较好
。

2
.

因作物施碑
。

不同作物对磷的需求

不同
,

磷肥可首先使用在豆科
、

油菜等喜

磷作物上
。

特别是豆科作物及绿肥
,

施用

磷肥可提高根瘤菌的固氮效能
,

起到以磷

增氮
,

以小肥养大肥的 良好效果
。

3
.

氮磷配合施用
。

根据
“
养分最低因

子律
” 的观点

: “
某种元素的完全缺少或

含量不足
,

可能阻碍其它养分的功效
,

或

者至少减低其营养作用
” 。

因此作物产量

决定于土壤中最缺乏的元素
。

要充分发挥

各种肥料的肥效
,

取得高产
,

必须注意施

入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的合理配合
。

为 了

防止氮磷失调
,

高氮低磷的弊病
,

应 注意

按作物的需要
,

氮磷配合施用
。

据杨陵公

社夏家沟试验
,

亩施 30 斤 尿 素 加 50 斤 磷

肥
,

比单施尿素增产 44 %
。

4
.

改进施磷方法
,

提高磷肥利用斗
。

磷肥具有移动性小
,

易被土壤 固 定 的 特

点
,

应采用底肥和种肥集中施在根系分布

的周围
,

尽量减少与土壤接触
。

另外
,

磷

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

可以提高其肥效
。

流的不是泥而是
“

血
”

在环境问题 中
,

空气和水的污染固然十分重要
,

但第一位的问题是水土流失
。

理由

有三
:

1
、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

2
、

土壤的形成非常级慢
,

一旦流失
,

很难恢复 ;

3
、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

再没有比保护土旅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

黄河流的不是泥沙
,

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

平均每年泥沙流失量高达 16 亿吨
,

这 已

不再是微血管破裂
,

而是主动脉 出血
。

据说
,

中国每年土壤流失 50 亿吨
,

养分流失量相

当 4
,

。 o。一 5 ,

00 0万吨化肥
。

中国应该实现
“ 黄河清

”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

家来说
,

没有权利再来失去 自己的农 田了
。

摘 自 《世界经济导报》 1 9 3 1年 9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