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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西部干旱地区必须改革耕作制度

实现高产稳产

王恒俊 谢永生 张淑光 马俊贤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甘肃省土肥所 )

提 要

黄土高原西部干早地区生态环境 日益恶化
。

随着人 口猛增
,

粮食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

文

中阐明了改 良生态环境和增加粮食生产 的迫切性
,

分区增加粮食生产的可靠途径
。

除陇中北

部旱滩区在发展灌溉
,

防止土壤盐渍化的前提下
,

可扩大耕地外
,

其余地区均存在不适子农

地的退耕问题
。

为了满足 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和保护生态环境
,

只能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

搞

好农 田基本建设
,

蓄水保墒
,

走有机早作农业
,

提高单产
,

保证高产稳产的道路
。

黄土高原西部干早地区
,

包括甘肃省陇东
、

陇中和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广大地 区
,

总 面 积

1 4
.

36 万平方公里
,

是甘肃
、

青海两省的主要农业区
。

斗
、

黄土高原西部千旱地区增力“粮食生产的迫切性

黄土高原西部干旱地区
,

甘肃省所属面积 10
.

49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的 1 / 4
,

人 口

1 , 0 90 余万
,

占全省总人 口 的 5 7
.

3 %
。

在占全省 1 / 4的土地上
,

养活着 一半以上的人 口 , 青 海 省

所属面积 3
.

87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 5
.

33 %
,

耕地 43
.

2万公顷
,

占全省总耕地的 7 4
.

4 9 %
,

人

口 2 8 1
.

3 3万
,

占全省总人 口的 74
.

64 %
,

粮食产量分别占全省总产量的 83 %和 70 %
。

全区粮 食生

产状况不 仅关系到本 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

而且对甘肃
、

青海两省 也是至关重要的
。

长期以来
,

由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
,

农业生产中存在一些严重间题
:

首先是人 口密度

大
,

土地超载
,

农林牧业矛盾突出
;
其次是滥砍

、

滥垦
、

滥牧严重
,

水土流失剧烈
,

生态环境恶

化
,

干旱频繁
,

粮食产量波动大 ; 第三
,

土壤痔薄
,

`

低产贫困
,

处于生态和经济严重失调的恶性

循环之 中
。

这个地区随着人 口的增加
,

粮食不足间题 日益严重
。

就陇中看
,

一半以上的县每人平

均 口粮在 1 50 公斤
,

部分群众经常面临着穷困
、

饥饿的威胁
。

所以在改良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
,

迅

速增加粮食生产
,

是该 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

二
、

提高粮食单产是该区增加粮食生产的唯一途径

古今中外
,

增加粮食生产的途径
,

主要不外乎两种
:

一是扩大耕地面积 ; 二是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
。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要增加粮食产量
,

究竟应走哪条路? 以下我们分三个区予以讨论
。

1
、

陇东区
。

陇东区是甘肃省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

垦殖率是比较高的
。

川源区广泛开垦自

不必说
,

梁命坡地过垦现象也很严重
。

现以庆 阳县为典型作剖析
。

从土地利用结构 ( 见表 1) 看
,



川源地中已无荒可垦
,

梁命坡地中 2 5
.

4 %为 1 60 一 25
。

的临界宜农地
,

6
.

9 %为大于 25
。

的不宜农

地 (见表 2 )
,

应该退耕还林还牧
。

现存草地虽较大
,

但多分布在干早的阳坡及坡度较大的部位
,

基本不宜农用
,

甚至根本无法开垦
。

么 陇中区
。

陇中区是甘肃
、

青海两省中人 口最稠密的地区
,

土地开垦指数高达 30 一 40 %
,

黄河 以北北山旱滩区
,

包括兰州
、

白银
、

景泰
、

靖边
、

皋兰等县 (市 )
,

虽然干旱少雨
,

无灌溉

表 1 庆阳县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
:

万公顷

土 地 类 型 总面积 坂 地 川 地 梁卯坡地

3 6
。

7 0

n甘6nóūO

:

合

耕地

其中 水浇地

早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非农业用地

难利用地

1 0
。

4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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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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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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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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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8 3

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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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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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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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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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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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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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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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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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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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22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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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庆阳县坡麟地坡度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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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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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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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甘,ùǹ00八D,上n舀面积 (公项 )

占坡耕地 ( % )

5
,

3 0 0

1 0
。

6

0 8 7

2

4 4 7

9

3
,

3 8丁

6
。

g

表 3 甘谷县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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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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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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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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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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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草地

非农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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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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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无农业
,

但热量资源充足
,

土地宽广
,

地形较平坦
,

有较开 阔的滩地
,

又临黄河
,

若能充分挖

掘黄河水源灌溉
,

有大面积的荒地可供开垦 ; 而黄河 以南
,

沟壑纵横
,

绝少平地
,

以甘谷县为典

型作些分析
。

从土地利用现状看 (见表 3 )
,

川台地中耕地占61
.

9 %
,

工矿城镇
、

交通等非农业

用地占3 8
.

1 %
,

川台地 区无荒可垦
。

全县 7 8
.

9 %的耕地为梁命坡地
,

地碎坡陡
,

侵 蚀 严 重
,

其

中
: 1 6

。

一 2 50 的临界宜农地 占3 4
.

6 5 %
,

大于 2 50 的不宜农地占 19
.

n % (见表 4 )
,

应于退耕
c

而林草地主要分布在海拔 1 , 8 00 米以上的地区
,

气候寒冷
,

光热不足
,

不利于作物生长
,

不宜开垦
。

3
、

青海东部黄土高原干旱区
。

本 区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

一方面具有黄土高原

的经济特点 ; 另一方面也具有青藏高原的海拔高
、

气候寒冷的特点
。

发展种植业
,

既要考虑土地
.

的水平状况
,

也要考虑其海拔高度
。

现 以徨源县为典型进行分析
。

从土地坡度与利用状况看 (表
5 )

,

大于 2 50 的上地 占总土地面积近一半
,

而 25
”

以下的土地绝大部分 已垦为耕地
,

主要分布万

在海拔 2 ,

4 70 一 3 ,

30 0米之间
,

其中2 ,

70 0米以下的比较宜农 ; 高于 2 , 7 00 米的地 区
,

甘兰型油菜不

能成熟 , 2 ,

日00 一 3 ,

00 0米
,

小麦
、

蚕豆等成熟差
,

质量低
; 3 ,

00 0一 3 , 3 00 米间
,

只能种植青棵
、

洋芋等
,

但不保收
。

这部分海拔高
、

宜农性差的耕地
,

有部分也应退耕
。

而未开垦 的那部分小于

25
“

的土地
,

基本分布在 3 ,

30 0米以上
,

根本不能种植
,

或海拔高度虽在 3 ,

30 0米以下
,

但宜农性
-

很差
,

若盲 目开垦
,

必得不偿失
。

徨源县 1 9 5 8一 1 9 6 1年盲 目开垦 5
,

30 0多公顷
,

面积增加
,

产量降

低的教训应引以为戒
。

应从实际出发
,

海拔过高的耕地要退下来
,

大力发展林牧业
,

改变耕作粗

放
、

掠夺经营的方式
,

创造高产稳产早涝保收 田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综上所述
,

黄土高原西部地 区
,

除陇中黄河以北的北山早滩区
,

在 防治土壤盐渍化的前提下
,

可以发展灌溉
,

扩大耕地外
,

其余地区均面 临退耕 间题
,

要增加粮食生产
,

只能走提高单产的道路
。

表 4 甘谷县坡耕地坡度结构表

坡 级 0
“

一 6
。

7
“

一 1 5
“

1 6
“

一 2 5
。

> 2 5
“

面积 (公顷 )

占坡耕地 ( % )

1
。

5 2

2 4
。

1 3

1
。

3 9

2 2
。

1 1

2
。

1 8

3 4
。

6 5

1
。

2 1

1 9
。

1 1

表 5 涅派县土地坡度结构表

分级指标 坡 级 面 积 占总面积 ( % ) 一 利 用 现 状

0
。

7 5

6
。

一 1 5 3
。

4 7

1 6
。

一 2 5
“

4
。

2 2

2 3

? 8

2 6
。

一 3 5
“

2
。

5 7

3 6
“

一 4 5 2
。

2 了

1 7

1 5

> 4 5
“

平 坡

缓 坡

斜 坡

陡 坡

急 坡

险 坡

水地

梯 田或缓坡早地

早地 或牧场

林地或牧场

林地或牧场

暂难利用

三
、

黄土高原西部干旱地区提高作物单产的途径和措施
本 区绝大部分地 区光热资源相对比较丰富

,

生产潜力较大
。

据大略计算光热生产潜力为
:
陇东



中南部每年每公顷 2
.

2 5万公斤 ;陇东北部
、

陇中和青海东部可达 1
.

0 5一 2
.

2 5万公斤
,

只要具备灌

溉条件
,

光热资源则可以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

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水分不

足
,

、

以及土壤肥力 与耕作管理水平不高
,

土壤的生产潜力远未充分发挥
。 1 9 8 0年甘肃黄土高原各

地区粮食每公顷平均产量 8 10 一 2 ,

41 6公斤
,

青海东部黄土高原干旱区为 2
,

37 8公斤
。

不仅不 同地

区间粮食生产水平很不平衡
,

即使同一地区由于土壤肥力
、

灌溉条件及管理水平的差异
,
粮食单

产差别也较大
。

高者每公顷产 6 , 0 00 一7 ,
5 00 公斤

,

低者仅 7 50 多公斤
。

有些地方旱年甚至颗 粒 不

收
。

无论从 目前实际产量与理论产量的差距
,

或是 目前实际单产的不平衡性看
, 只要立足有机早

作农业
,

因地制宜
,

采取合理的措施
,

提高单产的潜力都是很大的
。

这方面
,

该 区的劳动人民和科

学工作者
,
在长期生产和科学实验中

,

摸索总结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办法
,

其核心是保蓄水土
,

提高土壤肥力
。

主要措施有
:

(一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是保蓄水土资源的根本措施
,

也是提高早作农业单

产的根本途径
。

根据测算
, 1 00 一 3 00 坡地比 1 “

一 3 。

的平地
,

地表径流量大 9
.

8倍
,

泥 沙 流

失量大 1 6
.

2倍
。

在这黄土高原西部干早区 70 一 80 % 为 山坡地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侵蚀模数一般为

召 , 0 00 一 10
,

0 00 吨 /平方公里多 即使川源地
,

也往往为大平小不平
,

高阶地
、

源边地
、

岭地
、

坳地

均有大小不同的坡度
。

所以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山坡地修筑梯田
、

源地修条田和沟谷修坝地
,

都是至关重要的
。

据观测
,

水平梯田可 以减少地面径流50 一 70 %
,

土壤含水量一般比 坡 耕 地 高

5一 10 %
,

大早情况下要高出20 一 40 %
,

可增产 30 一 70 %
。

据平凉地区调查
,

源面水平条田每公

烦可增产 3 00 一 52 5公斤
。

(二 ) 积极推行旱农耕作法
。

黄土高原西部干早地区以早作为主
。

作物生育期间所需水分主

要靠降水
,
而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 40 0毫米左右

。

若将全部雨水积蓄于土壤之中
,

基本上 可 以

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

分布最广的黄绵土
、

黑沪土土层深厚
,
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和较强 的 蓄 水能

力
。

据测定
,

两米土层内可以将全年降水 ( 4 0 0一 50 。毫米 ) 存蓄起来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降水

分配不均 (夏秋降水占全年 60 % 以上 )
,

冬夏干燥
、

多风
、

蒸发强烈
,

常常形成春早
,
造成小麦

减产和影响春播作物适时播种
。

所 以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
,

采取旱农耕作技术
,

保 墒 抗

早
,

更有其现实意义
。

其主要方法是
:

1 、

推广
“
两法种 田

”
( 即山坡地水平沟和川源地垄沟种植法 )

。 “
两法种 田

”
是把蓄水和

保墒巧妙结合起来的耕作技术
,

保水和增产效果明显
。

据测定
,
在荒坡产生 20 毫米径 流 的 情 况

下
,

水平沟不发生径流
;
荒坡发生 35 毫米径流时

,

水平沟可拦蓄 27 一 29 毫米
;
荒坡发生 50 毫米径

流时
,

水平沟可拦蓄 3 0
.

5毫米
,

可使谷子
、

小麦
、

大豆等增产 20 一30 %
。

垄沟种植的玉米比平地

增产 20 一 3 2
.

7 %
。

2 、

适时进行伏秋深耕
。

夏秋多雨
,

搞好深耕蓄水
,

做到秋雨春用
,

春旱秋防
,

有 很 大 意

义
。

据平凉地区调查
,

深耕 20 厘米比 1 3
.

5厘米每公顷多蓄水 4 立方米
,

雨前耕比雨后耕每公顷多

蓄水 2 2
.

5立方米
,

早秋耕比晚秋耕土壤含水量提高 5
.

6 %
。

农谚有
“
伏里深耕 田

,

赛过水浇园
” ,

“ 白露耕地一碗油
,

秋分耕地半碗油
,

寒露耕地白打牛 ” 之说
。

又据青海省农科院研究
,

深耕 30 厘

米较 50 厘米增产 24 一29 %
,

较 20 厘米增产 2 一 8 %
。

深耕深度一般以 25 一30 厘米为宜
。

3
、

耙糟镇压
。

耙籍是旱地保墒的有效措施
,

结合深耕
,

及时进行耙箱可 以起到 良好的保墒

效果
,

一般可减少蒸发巧一30 %
。

镇压不仅可以保墒
,

还有提墒的作用
,

使其充分利 用 深 层 储

水
。

冬夏镇压
,

无论麦田或春播土壤均有 良好的保墒
、

提墒作用
。

4
、

地膜覆盖
。

地膜具有保墒和增温双重作用
。

用地膜覆盖
,

既可 以抗早
,

又 可 以 提前 播



种
,

延长生长期
,

解决春旱及中晚熟品种成熟不良的问题
。

据实际测定
,

在 50 厘米土层内
,

未覆盖

的土壤含水量变率为 4
.

6一 1 6
.

7 %
,

变幅 3
.

5一3
.

8倍
,

而地膜覆盖土壤含水量变率为 8
.

5一 1 2
.

4 %
,

变幅仅 1
.

4一 2
.

7倍
。

覆盖后 日平均增温 6
.

2 ℃ ,

所以有良好的增产作用
。

平均每投入 1元
,

可 收

入 3元
。

陇东
、

陇中川源区及生 长季节短的地 区
,

都可以逐渐推广
。

5
、

扩大砂石 田
。

砂石 田是干早的灰钙土地区人民群众在长期与干旱作斗争中创造的一种特

殊的抗早增产措施
。

它具有与地膜覆盖相似的功能
:

减少蒸发
,

抑盐
,

提高地温
,

促进作物早出

苗 ( 3 天 )
,

早熟 ( 10 天左右 )作用
。

在陇中北部与青海东部徨水及黄河两岸旱耕地上
,

可 以扩大砂

石 田面积
。

(三 )增施肥料
,

培肥土壤
。 “
有收无 收在于水

,

收多收少在于肥
” 。

增施有机肥是有机早作农

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

在搞好蓄水保墒的基础上培肥土壤
,

就是增产的决定 因素
。

黄土高原地区由

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和
“ 三料俱缺

” ,

施肥量少
,

肥质量差
,

主要农家肥土粪中土的比例占 80 % 以

上
。

在土粪用量较大的陇东董志源区
,

每公顷施有机肥量平均不到 30 吨
,

大约每年还有 20 %耕地

不施土粪 ; 其它地区用量就更少
,

土壤普遍瘩薄
。

据统计
,

分布最广的黄绵土有机质 含 量 多 在

0
.

5 %左右
,

全氮 0
.

05 %上下
,

全磷 0
.

巧%
,

大多数土壤水解氮小于 40 p p m
,

速效磷小于 s p p m
。

特别是近年来
,

在化肥施用方面重氮轻磷
,

造成土壤中氮磷比例严重失调
。

据庆阳地 区骚马乡 土

壤普查资料
,

土壤耕层速效磷平均含量每公顷仅 1 0
.

5公斤
,

只可满足生产 7 50 公斤小麦的 需 要
。

加强肥料建设
,

广开肥源
,

培肥地力
,

以肥调水
,

是增产 的迫切需要
。

首先要抓好有机肥料
。

增施有机肥料是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提高土壤蓄水保水能力的有效途

径
。

结合农 田基本建设重施有机肥
,

能收到当年增产的 良好效果
。

庄浪县 良种场 1 9 7 6年新修梯田

2 公顷
, 1 9 7 7年种洋芋

,

其中 0
.

6公顷施农家肥 9 4
.

5吨
,

每公顷产 6 , 7 50 公斤 (折主粮 )
,

其 余
1

.

4公顷
,

每公顷施农家肥 45 吨
,

每公顷产 5 , 8 50 公斤
,

前者比后者增产 2 8
.

2 %
。

为了 增 加 有 机

肥
,

一要种草兴牧
。

据测算
,

在舍养条件下
,

一个羊单位的家畜所产的肥料可供给 0
.

07 公顷旱农

粮田的需要 , 二要搞好
“
生物肥田

” ,

在雨水较多的地区和水浇地种植绿肥
。

陇东和陇中早地多

种紫花首楷
、

草木择等
,

山坡地实行粮豆轮作
。

种植绿肥
,

是解决目前有机肥缺乏的有效办法
。

据

会宁县农科所在水浇地试验
,

小麦收后复种香豆子翻压作绿肥
,

每 尝
.

顷产鲜草 1 1
.

25 一2 2
.

5 0吨
,

后茬种小麦
,

一般增产 8
.

6一巧
.

4 %
。

其次
,

要增加化肥用量
。

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相结合
,

以无机促有机
。

配合有机肥
,

增施化

肥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
。

据庄浪县 1 9 7 7一 1 9 8 1年生产实践证 明
,

化肥的增产作用很明显
:

每公斤氮肥平均增产粮食 7
.

56 一 8
.

72 公斤
,

每公斤磷肥平均增产粮食 6
.

61 一 1 5
.

3公斤
。

目前 化

肥
,

施用量普遍较低
,

且重氮轻磷
,

造成土壤氮磷比例失调
。

所以不仅要增加化肥用量
,

且要科

学施肥
,

注意氮磷合理配合
。

(四 ) 调整农业结构
,

改革耕作制度
,

合理布局作物
。

目前本区绝大部分地区
,

粮食单一经

营的状况比较突出
,

不仅 以农挤林挤牧
,

粮食生产本身 也很落后
。

要改变这种不 良现状
,

必须走

种草兴牧
,

兴牧促农的道路
。

在增加粮食单产的基础上
,

逐渐退耕不宜耕种的农地
,

还林还牧
。

为了增加粮食作物产量
,

除努力提高一季作物产量外
,

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川源区
,

扩大间种
、

套

种和复种
,

是充分 利用土地
,

变一地一收为多种多收
,

变一熟为多熟
,

提高单产
,

增加总产的一

个有效途径
。

玉米
、

高粱等高秆作物与其它作物间作套种
,

一般能增产 10 一 20 %
。

在低热
、

缺水

和缺肥区
,

要农林牧并重
,

抓好农业技术的推广
。

改 良品种
,

增施肥料
,

精耕细作
,

粮草间作
、

轮作
,

坚持主攻单作单产
。

同时
,

要因地制宜的合理布局作物和轮作倒茬
,

处理好夏秋作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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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严重的地方
,

每年土壤流失量大体是
:
坡耕地 10

“

以下为 3
,

4 50 吨
,

10
“

一 20
“

为 3
, 5 00 一 6 ,

00 。

吨
, 2 5

“

以上为9
, 0 0 0一 1 3

, 5 0 0吨 ; 严重沙化蚕场
, 2 0

“

以下为 8
,

5 0 0吨
,

2 0
。

一 2 5
0

为 1 0
,

0 0 0吨
,

2 5
。

以上大于 1 1 , 0 0 0吨 ;
荒山和疏林地 2 0

。

一 2 5
。

为 9 0 0一2 , 6 0 0吨 ,
灌木地 6 0 0吨 ;荒坡地 6 , 0 0 0吨

。

现

在
,

这些地方 已非辽西的雏形
,

而是 辽西地区过去的恶果今天在辽东地区的再现
,

确实令人痛 心 l

德国诗人歌德有一句名言
: “

大 自然总是正确的
,

公正的
,

人类则住往会干蠢事
” 。

咕岩的

实例正是这样
。

由于人为的破坏
,

使水土流失连年加剧
,

造成 了遗患无穷的后果
。

其一是水库淤

积严重
,

削弱了调洪能力
,

缩短了寿命 ; 其二是河水含沙量增加
,

河床抬高
,

降低 了提防的防洪

标准 ,
其三是 滑坡

、

泥石流频繁
,

毁了村庄
,

夺走了人的生命 , 其 四是冲毁了农田
。

油岩是 ,’ / \ 山

一水一 分田
” 的地方

,

人口在逐年增加
,

耕地却逐年减少
。

1 9 5。年全县耕地为 9
.

33 万公顷
,

现在

只剩 4
.

5万公顷
,

净减少 4
.

83 万公顷
,

占原有数的 45
.

6 %
,

当然
,

减少的面积中有建房
、

筑路
、

基建 占

地等因素
,

但水毁是主要的
。

俗话说
: “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
,

土是人类生存之母
” 。

试想
, 山由岩

的水土资源如此大量流失
,

这里的48 万人民今后将何以生存 ? 《韩诗外传》 卷二第六章中有句中

肯之言
: “ 万物之有灾

,

人妖最可畏
。 ”

意思是说
,

各种灾害中
,

唯有人为的灾害是最可怕的
。

帕岩的亭实真切地反映 了这个道理
。

可见
,

站岩过去的教训是 深刻的
,

今天的认识是可贵的
。

亡羊补牢
,

未为迟也
。

据了解
,

去年灾后
,

站岩县 委和县政府就及时作出了一手抓救灾
,

一

手抓建设的决定
。

他们采取实际步骤
,

妥善地安排了群众的生产
、

生活
,

并帮助灾 民 重 建 了家

园
,

极大地激发 了群众 自力更 生
,

奋发图强
,

改善自然面貌的积极性
。

去秋以来
,

党政各级领导

带领全县人民
,

集中各方面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
、

智力
,

以 “
大禹杯

”
竞赛的形式

,

开展了以水

土 保持为中心 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
,

取得可喜的成果
,

使人深受鼓舞
。

现在
,

他们本着
“ 既要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使它造福于千秋万代
,

又要象对待自己的眼珠一

样保 护水土资源
,

使它青春千秋万代
”
的总方针

、

大政策
,

正组织力量制定全县 以水土保持为中

心 的农业建设 3 年规划
,

10 年设想
,

决心按规划部署
,

科学地实施
,

以求尽快使全县的生态面貌

一 改旧观
,

为更有效地振兴峪岩经济
,

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
,

创造 良好的条件
。

我听了并下

去看 了之后
,

在很受触动和 颇受鼓舞之 中
,

也深感内疚
。

我作为省里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来说
,

过

去对油岩县乃至 整个东部 山区水土流失的严重性了解得不 多
,

认识得不深
,

更重要的是没有采取

有效措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今后
,

在省委和省政府 总部署指导下
,

我们一定要在技术

上
、

物资上和资金上给予他们尽可能的支持
,

切实解决好东部山区特别是咕岩的生态建设 问题
。

、 占卜心卜 、 5
.

占、 5 、 、 S 、 心卜
、
乙卜 阅夕、 、

占 、 习 , 、 心夕、 司夕
、
、 S、 、 S 、 翻

占
、 、 5、 , 、 、 S、 心卜心夕伙占卜、 S、

,

占
、 、 夕

、

心卜心卜之卜心卜心卜
,

占
、 、 S 、 、 S 、 占

、 月夕
、 、 5 、

( 上接第 以页 )

及用地作物与养地作物
、

高产作物与低产作物的比例关系
。

陇东地区一般夏秋田比例各半为宜
,

坚持一年一熟的正茬麦
,

实行夏季休闲深翻
。

水肥条件较差的地区
,

应 适 当 压 缩 夏 粮
,

扩 大

谷子
、

糜子等耐旱秋作物
。

陇东高原沟壑区及青海东部川水地
,

近年冬小麦一般占播 种 面 积 的

9 0一 80 %
,

有的达 90 %
。

这种状况对于抗御自然灾害和养地都是不利的
,

应扩大秋作物面积
。

甘

肃和青海东部阴凉山区
,

应扩大喜阴
、

早熟
、

抗早
、

耐寒
、

耐膺薄的青棵
、

洋芋
、

油菜等作物 ;

在人多地广地区
,

可以实行草 田轮作和轮歇制度
。

( 五 ) 挖掘水源
,

发展滋溉
。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尽管蓄水保墒是早农增产的核心
,

但对

进一步提高单产讲是远远不够的
。

挖掘一切水利资源
,

发展灌溉农业
,

是建设稳产高产 田的重要

途径
。

本区旱地农业 目前平均每公顷产粮 7 50 一 1 ,

5 00 公斤
,

而灌概农业达 3 , 7 50 多公斤
,

高者超过

7 , 5 00 公斤
。

为了提高复种
,

增加单产
,

实现稳产高产
,

应积极兴修水利
,

扩大灌溉面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