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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考察组 )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工业研究组织 (简称科工组织
,

或 C S I R O ) 的交 流 协

定
,

我们于 1 9 8 3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在澳考察
。

我们自东向西考察了早地农业所在地昆士兰
、

新南威尔士
、

维多利亚
、

南澳和西澳等 5 个州及首都特 区
,

对 33 个科研
、

教学和生产单位的工作

进行了较仔细的了解
; 还考察了不 同类型的农场 (包括东部地区的纯农业型

、

农牧结合型
、

南部

地区的农牧酿酒结合型以及西部地区的农户联合经营的大农场型 ) 和林场的生产和经营情况等
,

对澳大利亚早地农业的现状
、

特点和经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一
、

旱地农业特点及经验

澳大利亚的农业概念
,

包括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组成部分
,

它反映在政府机构
、

农场生

产结构以及科研体制各个方面
。

各州农业部下均设植物生产局
、

畜牧生产局和动物健康局等 , 农

场类型包括作物
、

畜牧和作物一畜牧混合型三种类型
, 农业科研单位均设有粮食作物

、

人工草场

研究项 目
。

在澳科工组织的研究所中
,

每一专业研究室都同等地把小麦和牧草作为研究对象
。

豆

科牧草象小麦一样在各级农业科研单位中给以同等地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

这与我国农业实指作物

种植业的概念不同
。

(一 ) 农业分区

根据降水
、

地形
、

土壤等有关条件
,

全澳农业分为三个带
: 1

、

高密度畜牧业一森林地带
;

2
、

小麦一养羊业地带
, 3

、

低密度畜牧业地带
。

三个带顺序 由大陆边缘伸向内陆
,

降水量的分

布
,

从北
、

东
、

南三面沿海向内陆呈环状递减
,

作物带也呈环状分布
,

由森林带向内地逐渐过渡

为草原
、

沙漠
。

第一带位于沿海多雨丘陵山区一带
,

宽度约 2 00 公里
,

降水量多高于 7 50 毫米
。

陡

峭 山地为森林
,

丘陵缓坡为草场
,

以养牛业为主
。

沿海有一狭窄平原
,

种植甘蔗
、

果树和蔬菜
;

第二带位于第一带之内的近海高平原和阶地区
,

宽度 10G 一 3 00 公 里
,

降 水 量 3 00 一 6 00 毫米
,

此

带下限降水量在西澳达到 2 70 毫米
。

这一带虽降水量偏低
,

但地形平坦
,

适宜 大 面 积 机 械 化耕

种
。

河谷黑土地区首先发展为作物种植区
,

继而扩展到红色沙质土地区
。

大多数作物农场均同时

经营养羊
,

构成了小麦一养羊业带
,
第三带处于干旱内陆

,

降水量常在 3 00 毫米 以 下
,

最低 已达

21 0毫米地区
,

不适宜种植作物
。

草场载畜量很低
,

十数公顷一只羊
。

此带人烟 稀 少
,

有的放牧

羊群使其 自食自饮
,

只在剪毛季节赶回的粗放经营方式
。

(二 ) 作物带及早作农业的基本特点和经验

作物带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新南威尔士州
、

维多利亚州的近海平原和南澳
、

西澳州的近海高

平原
,

呈狭长带状分布
。

在作物带内
,

小麦占作物耕地面积 (包括作物和人工草场两项 ) 的 5 1
.

6%
,

其次为大麦
、

燕

麦
、

高粱和豆类
,

另有少量经济作物和其他各类作物
。

作物农场同时有养羊业
。

在全澳 16
.

8万个



农场中
,

单纯经营作物的农场只占 10 %
。

澳大利亚早作农业的基本特点是
:

高效率
、

低产量
、

低强度
。

高效率是指农业劳动生产率高
。

全国以接近韶
.

2万个农业劳动力
,

经营了 7 3
。

5亿亩土地
,

每

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 1 9 , 2 4 1亩土地
,

其中耕地为 1
,

80 2亩 , 养了 2 , 4 60 万头牛和 1
.

38 亿只羊
。

全

澳共产粮食 2
,

6 3 3万吨
,

各种肉类 2 5 8
.

6万吨和羊毛 71
.

7万吨
。

每个劳力和每人的产品 占有 率 很

高
。

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达到 3 4 , 9 34 美元 ( 1 9 8。 )
。

低产量是指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低
。

30 年来 ( 1 9 5 2一 19 8 1年 )
,

全国小麦平均每公顷产量只

有 1
.

29吨 (每亩 1 7 0斤 )
。

最近的 1 0年 ( 29 7 2一 2 9 8 2年 ) 和 第一个 1 0年 ( 1 9 5 2一 1 9 6 1年 ) 相 比
,

单产增加 8 %
,

总产增加 1 3 1%
,

面积增加 1 17 %
。

由此可看出
,

澳大利亚小麦总产大幅度增加
,

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
,

而单产增长缓慢
。

值得注意的是近 4年来 ( 19 79一 1 9 8 2 )
,

澳大利亚小麦

总产猛增到 1 , 5 37 万吨
,

单产增加势头加速 ; 1 9 8 2年全澳平均每公顷为 1
.

38 吨
,

面积也在继 续 扩

大
。

目前西澳州小麦种植的下限雨量已到达 2 70 毫米地区
,

而且是粗质沙地
、

风蚀严重地区
。

因此
,

在如此低劣条件下
,

获得单产每公顷 1 吨的水平是澳大利亚开发农业的一个成就
,

但潜在的沙化

威胁依然值得注意
。

他们防止沙化的主要措施是少耕法和粮草轮作
。

低强度是指土地物质循环的强度较低
。

澳作物带主要受降水少的限制
,

全部实行一年一作
,

而且还存在相当面积的全年长休闲地
。

目前南澳和西澳推行一年草一年粮的农作制
,

土地产出量

仍然不高
。

全澳不施有机粪肥
,

个别农场如新南威尔士州的莫瑞 (M or ee ) 地区
,

每 公 顷 施化

肥 30公斤
。

多数地方常常每公顷只施 10 公斤氮和功公斤磷
。

土地水分循环量纯靠降 水
,

只 有 30 0

一50 0毫米
,

循环深度 1 一 2 米
,

因此土地生产率每公顷只有 1 一 1
.

5吨
,

投入和产出量均偏低
。

可以认为
,

目前澳大利亚农牧业是建立在大面积机械化种植和自然肥力基础上
,

这也可说是澳大

利亚旱作农业的一个重大特征
。

澳大利亚早地农业生产的经验
,

主要指南澳和西澳所推行的农作制度的改革
。

一是混合型农

业 ; 二是豆科牧草进入轮作
。

混合型农业
,

是指小麦一养羊混合型
。

这种混合型农业是以商品生产为 目的
,

以盈利多少为

农业生产的出发点
,

所以很注意土地
、

资金
、

设备和劳动力效用的发挥
。

他们认为
,

同时经营作

物种植业和养羊业的好处
,

在于可以适应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市场价格
。

四十年代羊毛价格上升
,

作物面积下降
。

现在作物产值较高
,

面积又有扩大之势
。

兼营作物和畜牧业
,

还可以充分利用作

物种植之外的农闲季节经营畜牧业
,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
,

并给粮草轮作的农作制创造

了前提
。

豆科牧草进入轮作
,

主要是指小麦一一年生首稽或小麦一三叶草轮作制
。

这 是 澳 大利 亚 目

前普遍重视和研究推广的一个经验
。

因二十世纪初期
,

采用
“
小麦一休闲

”
耕作制

,

并未解决长

期连作产量不断下降问题
。

直至 1 9 30年开始轮作牧草
, 1 9 6 0年牧草作物轮作制才在南 澳普 遍 推

行
。

当时的生产水平是
:

每公顷小麦平均产量 1
.

4吨 ( 1 8 5斤 /亩 ) ; 1 公顷人 工 草 地 可 养 羊 4

只
。

这一改革的技术关键是在轮作制中采用豆科牧草一年生首楷和对首稽施用磷肥来代替长期休

闲
。

按照他们的说法
,

正是这两项技术措施
“
挽救了南澳的农业

” 。

在西澳
,

小麦产量占全澳近

1 / 3 ,

而小麦生产带的雨量大部为 30 。一 4 5 0毫米
,

土壤相对瘩薄
,

由于采用了上述轮作制
,

小

麦平均产量仍达到 1 吨 /公顷 ( 1 3 3斤 / 亩 )
。

(三 ) 围绕旱地农业的科学研究
·

澳大利亚的农业科学研究系统有三个
:

科工组织下属研究所
、

大学
、

各州农业部下属科研单

位和各州农学院
。

前二者偏重于基础性研究
,

后者偏重于应用性研究
。

科工组织和大学也进行应



用性研究
。

各系统围绕旱作农业所选择的问题比较集中
,

包括干早分区研究 (科工组织土地和水

资源所 )
、

作物适应性研究 (科工组织植物工业所 )
、

豆科作物的固氮研究 (科工组织植物工业所
、

土壤所 )
、

作物和土壤水分关系研究 (西澳植物所 )
、

抗旱育种研究 (各系统 )
、

少耕法和免耕法

研究
、

粮豆轮作制研究 (农业部下属农科系统为主
,

科工组织
、

大学也搞 ) 等等
。

特别是农作制

研究
,

儿乎遍及全澳各系统和单位
,

目标是提高肥力
、

防止侵蚀
、

增加产量
。

二
、

体会和建议

(一 ) 从南澳
、

西澳推行旱区农作制的经验中
,

有两点值得借鉴
:

一是要进行有一定规模的
、

系统的试验和示范
。

澳大利亚实行农作制改革
,

经历了几十年的

努力
,

才取得今天初步成绩
。

我国情况远比澳大利亚复杂
,

改革更困难
。

我们提倡农牧结合
,

提

倡种草多年
,

但在黄土高原缺少系统的经验和完整的生产典型
。

建议由科技工作者提出方案
,

经

多方论证后
,

由政府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
,

在半干早地区内进行为期十年的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作

制改革示范
。

同时也要改变科研部门重育种
、

轻耕作栽培
,
重单项

、

轻综合的倾向
,

应系统研究

实行农牧结合农作制中提出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

二是要重视牧草栽培管理和研究
。

在农作制中
,

澳大利亚十分重视草种的选育和栽培管理
,

并把饲草作物 (豆科首蓓 ) 纳入种植业中去
,

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在某些环节上比对农作

物还要重视
。

南澳施用化肥量不多
,

但对于牧草总是要施用一些磷肥的
。

建议半干早地区的领导

部 门
,

要把粮食和牧草作为同等重要的作物看待
,

把牧草生产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二 ) 加强早地农业的科学研究
。

中央 已把提高北方早地农业生产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

项重大战略间题来抓
。

科学院有关研究所要参与解决其中有关科技间题
,

为早农生产服务
。

澳大

利亚的科工组织在为农业服务方面
,

大体是这样做的
:

1
、

各研究单位的研究方向都按照国家经济建设的当前或长远需要制定
,

都有 明 确 的 生产

目的性和间题的针对性 (如抗早
、

抗盐
、

酸性土壤改 良
、

地下水利用等 )
,

不追求学科上的系统

性
。

另外研究组织的建立总与存在问题的地区相一致
,

如热带作物和牧草所设在昆士兰
,

地下水

研究所设在西澳佩思
,

大部分研究所在有关地区都设有实验室或试验站
。

2
、

研究的问题大都偏重于基础性
,

与各州的农业试验研究较少重复
。

研究的 目的为生产
,

而研究的问题重基础
,

这是科工组织农业研究的特点
。

就旱地农业问题的研究来说
,

他们主要从

作物和牧草对千早的适应性
,

不同耕作制度下的水肥关系
,

抗早育种指标 以及土地
、

土壤
、

地下

水的基本性质及合理利用等儿个方面开展研究
。

这些研究 已为提高早地农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提

供了多方面的依据
。

但就整个早地农业的技术体系讲 (如南澳的农作制改革 )
,

主要还是农业系

统的研究部门搞出来的
。

3
、

研究工作都是从问题出发并结合一定地区条件进行
。

这样做既有明确集中的研究目标
,

又和解决特定地区的问题相联系
,

是可取的
,

如农作制的研究就是这样进行的
。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

我们认为
,

整个早农研究以农业部门为主较好
,

科学院有关研究单位

可在综合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作用
。

这样做既能在旱农的总体间题上发挥作用
,

又可为当前

生产和长远发展提供依据
,

不至于和农业部门的工作过于重复
。

1
、

关于综合研究
,

主要应围绕半干早地区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作制的改革问题做工作
,

例如

为制定早地农业分区和土地合理利用所需的各种基本资料调查
、

观测和研究
,

资源 图件的绘制
,

设计若干农作制改革方案及其实施
,

并作长期系统观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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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关于基础研究
,

主要应为粮食和牧草作物的改良
、

改土培肥 以及栽培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和新的手段和方法
。

例如
,

不 同作物和品种的需水规律和对千
.

旱的适应能力
,

土壤水分的动态规

律和保蓄利用
,

抗旱育种的理论依据和鉴定指标
,

不同耕作制度下的水肥平衡
,

提高作物抗早性

和生产力的物理化学手段等
。

3
、

关于问题研究和地区研究的关系
,

我们认为
,

在基地县综合治理工作中
,

首先应 当明确

抓什么科技问题
,

而不是笼统地提搞综合治理
; 把关键的科技问题解决了

,

综合治理也就有希望
。

(三 ) 关于条件建设问题

澳大利亚的各级各类研究单位都拥有良好的研究条件
。

我们和他们在早农研究上的差距
,

主

要在这一点上
。

所说的条件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属于先进设备
,

如电子计算机
,

测定风蚀水蚀
、

蒸腾蒸发的自动装置
,

精密物理化学大型分析仪器
,

人工气候室等 ; 另一类属于一般条件
,

如田

间试验场地
,

一般实验室
、

工作室等
。

前一类我们应当逐步争取配备
,

如电子计算机
,

他们已经

普及
,

我们刚刚开始
;
特别是后一类

,

既不需进 口花外汇
,

也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
,

基本上是一

个认识和组织问题
。

如澳大利亚各地都进行很正规的农作制试验
,

而我们则缺少足够的
、

合乎要

求的试验地
。

为此建议如下
:

1
、

积极的改善田间试验场和常规实验室
,

如尽快解决足够的试验用地和相应的附属设备
,

如温室
、

网室
、

遮雨棚
、

试验用小型农业机械设备等
。

2
、

有目的的引进先进技术
,

重点应放在实验室和田间试验的计算机控制和测试手段自动化

方面
,

这是当前的发展趋势
,

应予以充分重视
。

3
、

科研工作中的技术队伍巫待建立
。

澳大利亚各研究单位
,

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一部分是现

成的
,

一部分是 自己研制的
,

这主要归功于有一支与研究队伍密切合作的技术队伍
。

一项成功的

研究工作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只用现成购来的仪器所能完成的
,

研究工作的创造性
,

也包括技术手

段上的创造精神
。

我们在澳大利亚见到不少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不仅创造性地提出研究课题
,

同

时提出了为完成课题目标所必须的新的测试手段
,

并与技术专家充分合作
,

改进或制作新的技术

装置
,

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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