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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阳县立体农业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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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就渭北早螺如何摆脱粮食生产徘徊局面的问题
,

从 1 9 8 6年在千阳县开始示范
,

推广

以生态农业为基础
,

间作套种为中心
,

保粮抓钱为原则
,

增加土地投资为 目标的立体农业技

术
,

取得了较好的济经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近几年来的粮食产量水平有 了一个较 大 幅 度 的提

高
,

人均收入逐年增加
,

开始走出 了一条山
、

川
、

螺
,

水早地并进 , 粮经果
、

种养加等多门

类立体发展的新路子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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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农业是在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
,

通过多种产业的科学组装
,

并在一定的技术和物质配

合下形成的人工生态农业生产系统
。

其 目的是在整体功能上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
。

立体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体种植

,

则是利用不同作物的间
、

套
、

混
、

复等种植形

式在田间构成复合生态群体
,

利用作物生育过程中的时空差异
,

提高对 自然资源的利用率
,

增强

对 自然环境的抗逆性
,

从而获得较高的产量和产值
。

搞好立体农业
,

依靠科学技术和物质 的投入

为种植业开辟新的增产途径是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

它对渭北早源粮食生产再上一个新台

阶
,

振兴整个农村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近几年来
,

立体农业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了扭转粮食生产徘徊的作用
,

并为其它各业的发展打

下 了良好的基础
,

深受广大农 民群众的欢迎
。

下面就我们近四年来试验推广研究的情况谈一点看

法
,

仅供参考
。

一
、

基本情况

千阳县地处渭北早源沟壑 区
。

全县人 口 12 万 人
,

其 中 农 业 人 口 1 0
.

8 万 人
。

土 地 面 积

9 9 6
.

4k6 m
2 ,

耕地 4 2
.

8万亩
,

人均 3
。
6亩

,

其中可灌面积 4 万多亩
,

源地 1 0
.

2万亩
,

其余 为 山坡

地
,

基本上可划分为
“ 七山二源一分川

” 。

年平均气温 1 0
.

9 ℃ ,

无霜期 19 7天 ; 太 阳 总辐 射 量
1 12

.

54 卡 / c m
Z ; 海拔高度 7 10 ~ 1 5 45 m

,

冬春干早
,

夏秋多雨
,

属早涝不均的典型地区
。

适宜于

种植冬小麦
、

油菜
、

春玉米等作物
; 山区一年一熟 ; 源区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 ; 川道 一年两熟

。

多年来
,

全县粮食总产量排徊在 4 00 0~ 5 。。o万 k g 之间
。

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 1 9 8 5 年只有

2 4 0
.

4 0元
,

农民生活水平低
,

无力 向农业投资
。

自农村改革 以来
,

情况有所好转
,

但与千阳的自

然资源和经济条件很不适应
。

全县人口 相对集中在川源
,

耕地却集中在山区
, 山区每个劳力平均

负担耕地 60 多亩
,

而川源区分别为 6亩和 6
.

3亩
。

这样
,

如何提高川源的土地利用率
,

充 分 发挥

光热资源
,

尽快扭转粮食生产的徘徊局面
,

适应人 口增长的形势
,

就成为保障人民生活
,

发展农

业生产的关键间题
。

因此
,

我们选择了立体农业这一集约种植方式
。

按照浅山丘陵
、

川源灌区
、

旱源
、

山区四个不同生态 区域
,

推行了不同形式的间作套种
,

立体发展
。

目前效果明显的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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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形式
:

( 一) 农作物立休种植模式 立体种植是在总结过去传统耕作技术的基础上
,

逐步形成的多

投入
、

高产出的作物种植方式
。

是耕作制度改革的一项新措施
,

以粮为主的
“
小麦

、

大葱
、

玉米
、

西红柿
” 和 “

小麦
、

玉米
、

秋菜
”
及

“
小麦

、

西瓜
、

玉米
、

秋菜 ” ,

都已实现或接近
“ 双千 ” 目

标 (千斤粮
,

千元钱 ) 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
。

(二 ) 农林 (果 )立体种植模式 农林间作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步形成 的
。

它充

分利用了时间差和空间差
,

取得 了粮
、

林
、

果共同发展的效果
。

如桐粮间作
、

果粮间作
、

果瓜间

作
,

近年来这些种植模式又有了新的发展
。

如在果树株距间种植大蒜
、

洋葱
、

白菜等 , 在间作粮

油内再间西瓜
、

蔬菜等
,

逐步形成了果粮菜
、

果粮瓜等多种作物立体组合模式
。

这些模式使高
、

中
、

低植物合理搭配
、

多层次利用农业资源
,

达到了林茂粮丰收益高的目标
。

( 三 ) 台甚鱼墉模式 这是千阳川道沿千河附近近年发展起来的
,

是在涝洼地应用的开发模

式
,

通过开发鱼塘来抬高地面
。

鱼塘养鱼种藕苇
,

台面种植果树
、

粮油和牧草
,

初步形成了塘泥肥

田
,

台面秸秆草喂鱼
,

农鱼双丰收的良性循环
。

有的地方还利用水面上层养鹅鸭
,

下层养鱼以及

不同鱼种分层养殖等模式
。

这些模式合理的利用了生物不同习性
,

走出了一水多用的新路子
。

( 四 ) 庭院立体种养模式 随着庭院经济的发展
,

大 田立体种植已开始引进农家庭院
。

农民利

用房前屋后
,

种果树
、

栽葡萄
、

架豆子
,

在树下养花草
、

饲鸡鸭
、

种菌菜
,

搞副业加工
,

使种
、

养
、

加全面发展
。

多层次利用庭院
,

不断增加了收入
,

还美化了环境
。

据对 50 户抽样调查
,

庭院

种植
,

包括果
、

粮
、

经济作物
,

每亩产出效益高达 1 37 6元
。

寇家河乡新兴村第一村民小组韩兴映

1 9 8 9年种植果树
,

饲养奶牛
、

猪
、

兔
,

总收入达 2 7 94 元
。

二
、

发展立体农业以来的显著变化

通过 4 年来从试验示范到推广立体农业的一系列种植技术
,

使千阳县的粮食总产由 1 9 8 5年的

5 0 8 8
.

5万 k g 上升到 1 9 8 8年的 5 5 08 万 k g ,

增长了 4 2 2
.

5万 k g
,

平均每年递增 4
.

2%
。

人均收入也由

1 9 8 5年的 2 40
.

40 元上升到 1 9 8 8年的35 6
.

知元
,

增加了 1 1 6
.

50 元
,

平均每年递增 1 2
.

1%
。

而立体农

业增产增收的关键技术
,

间作
、

套种面积也由 1 9 8 5年的开始试验示范推广逐年扩 大 到 1 9 8 8年 的

6
.

18 万亩
, 1 9 8 9年则迅速扩大到 8万亩

,

占全县川源面积的一半
,

使立体农业的应用面积与粮食

总产
、

人均收入成正相关
。

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呢 ? 究其原因是推广立体农业新技术所发挥的作

用
。

1 9 8 7年
,

在试验的基础上
,

全面推广间作套种
,

全县种植面积 26 75 6亩
,

增产秋粮 89 万 k g ,

增加产值 72
.

55 万元 , 其中粮粮间套千亩丰产方 (小麦套种玉米 )
,

实际面积 1 1 90 亩
,

全年平均亩

收获粮食 5 44
.

4 k g ,

比复种田增产秋粮 2 6
.

4% , 粮经间套千亩丰产方实际种植面稗1 0 14 亩 (其

中小麦
、

瓜类套种 8 46 亩
,

小麦
、

甘薯套种 1 53 亩
,

小麦辣椒套种 15 亩 )
,

年亩收入 4 08 元
。

最为

突出的是新兴铺立体农业示范点
,

全村共种植各类间作套种 田 1 9 8
.

3亩
,

平均亩产粮 4 2 2
。
s k g ,

收

入 3 0 9
.

8 2元
,

亩净产值 7 7
.

9 1元
,

增产总值 15 44 9
.

19 元
,

其中增产粮食 16 6 47 k g
。

各类作物种植

的具体情况是
:
小麦

、

辣椒套种15 亩
,

平均亩产小麦 1 78 k g , 辣椒 1 7 5
。
6 k g

,

年亩产 值 5 52
.

92 元
,

比当地传统的冬闲地种植辣椒净增产值 2 4 0
.

4 2元
,

增值率 7 6
。

9% , 小麦
、

瓜类套种 25 亩
,

平均小

麦亩产 2 9 6
.

3 k g ,

瓜类产值 41 1
.

40 元
,

年亩收入 60 1
.

03 元
,

比传统的冬闲地种树
,

西瓜净增产值

24 7
.

03 元
,

增值率 6 9
.

8% , 麦地套种玉米 1 58
.

3亩
,

平均亩产小麦 1 76
.

5 k g ,

玉 米 2 58
.

5 k g
,

玉

米地套种豆类亩产 3 1
.

5 k g ,

年亩合计产粮 4 66
.

5 k g ,

既发挥了豆类的养地作用
,

又比当地回茬

玉米增产 9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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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
,

全县间套面积迅速扩大
,

栽培水平和经济效益也有了显 著提 高
,

间 作 套 种 面 积

6 1 8 2 1亩
,

比 1 9 8 7年扩大 2
.

3倍
。

麦秋间套 2 0 9 5 5亩
,

其中麦地套种玉米 1 0 7 0 6亩 ; 秋豆间套 2 2 9 7 6

亩 ; 麦瓜间套 2 4 29 亩 ,麦辣间套 2 4 18 亩
;
麦烟间套 63 8亩 ; 麦菜间套 4 31 亩 ; 麦葱间套 1 1 76 亩

,

麦

薯间套 1 10 亩
。

间作套种既提高了粮食产量
,

又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发展
,

推动了农业内部 种 植结

构的合理调整
。

据对 7 个乡 1
.

0个村 2 77 户 6 99
.

1亩间作套种 田抽样调查
,

麦秋间套 平 均 粮 食亩产

5 0 5
.

5 k g ,

其中麦地套种玉米亩产 4 57
.

5 k g ,

比大 田小麦收后复种玉米增产40
.

3%
,

旱地秋 豆套

种除养地作用外
,

增收豆类 20
.

5 k g ,

增值 14 元 ; 麦瓜套种亩产值 64 2元
,

比冬闲地种西瓜 亩增收

小麦 2 1 o k g 或比种植小麦亩增加产值 4 1 6
.

70 元 ; 麦辣套种亩 收入 6 08 元
,

麦葱
、

麦薯亩 收 入分别

达到 4 55 元和 44 7元
,

亩大葱增值 2 75 元
、

葱类 1 71 元
。

全县间作套种 田增产粮食 4 0 8
.

1万 k g ,

增加

产值 2 5 0
.

1万元
。

全县经济作物产值达到 87 1
.

7万元
。

全年粮食作物总产达到 5 5 08 万 k g ,

平均亩

产 1 3 6 k g ,

使灾害频繁的 1 9 8 8年粮食总产量接近风调雨顺的 1 9 87 年
,

出现 了灾年夺丰收的喜人景

象
。

三
、

发展立体农业是扭转粮食生产徘徊的有效措施

立体农业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只所以成为千阳县扭转粮食生产徘徊的有效措施
,

原因是
:

(一 ) 立体农业具备了使农作物增产的物质基础 作物增产的物质基础在于增加光合产物
。

增加光合产物可 以通过增加光合面积
,

延长光合时间
,

提高光合效率三个方面来实现
。

立体农业

的种植特点是使作物的生长期前后交替
,

用晚熟丰产品种替代其它低产品种
,

以及使作物高矮成

层
,

相 间成行等多种方式进行四季常绿的联合种植方式
。

这样立体农业就可用前后交替的方式使

作物中后期有较大的光合面积交替出现
,

达到增加光合面积的目的 ; 用生长期长的丰产品种达到

延长光合时间的目的 ; 用作物高矮成层
、

相间成行的方式
,

改善 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达到提高光

合效率的目的
。

从而使光合产物总量得到增加
。

与此同时
,

由于各种作物的合理配置
,

使各层土

壤的水分
、

养分在全生长季节均衡的得到利用
,

起到地上与地下部分协调发展的作用
。

另外
,

这

种种植方式还可 以增加边行的数量
,

充分发挥边行的增产效应和协调作物之间的互相抑制作用
,

发挥相互促进的功能
。

因此
,

立体农业种植方式是充分发挥作物的内在增产潜力和外界条件两个

方面来满足作物增产需要的物质基础
,

从而达到作物增产的 目的
。

(二 ) 立体农业缓解了粮经争地
、

用地养地两大矛盾 随着我国农村体制的改革
,

经济作物

迅速发展
。

首先出现的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争地的矛盾
。

提高复种指数虽然是一条行之有效的

方法
,

但这样就会使用地与养地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

使 土壤肥力减退
,

难以使粮食稳产高产
。

积极推进立体农业
,

促进粮食生产的办法
,

我们认为
,

一是有效的提高了复种指数
,

缓解了粮经

争地的矛盾
;
二是可 以充分利用夏闲地和冬闲地及其它养地机会

,

缓解 了用地和养地的矛盾
。

这

样就从保证粮食作物面积和提高土壤肥力两个方面为粮食的稳产高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

(三 ) 立体农业使农业生产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自然灾害是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重

要因素
。

立体农业技术主要是利用不同作物及作物不同生育期对自然灾害不同的抗御能力
,

在全年

度内发挥各作物的互相补充作用
,

达到抗御自然灾害目的
。

本地的主要自然灾害是冬春干旱
、

夏

秋为伏旱和秋淋
。

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常因冬春干早而导致减产
,

而秋作物则是伏早和秋淋 ; 长期

以来夏粮减产
,

就 以秋补夏
,

这样则造成
“
秋赶夏

、

夏赶秋
,

两料不如一料收
”
的局面

。

而发挥

立体农业优势
,

则是种好夏粮
,

早种早收秋粮
。

可使小麦在冬前形成一个 良好的发育的个体及合

理发育的群体
,

抗御冬春干早 , 秋粮早种
,

在伏旱前就越过需水敏感期
,

避开伏早
,

克服秋淋对

后期成熟的影响
,

早收而种好夏粮
,

达到抗灾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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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立休农业有利于贫困地区稳定粮食产且
,

促进粮业生产发展 贫困地区的一个突出特

点就是资源贫乏
、

地力痔薄
,

自然条件恶劣
。

千阳县就属于这种类型
。
1 9 8 8年工农业总产值 6 100 万

元
,

而农业产值 3 84 1万元
,

占总产值的63 %
。

所以
,

农业在全县发展中占突出地位
。

千阳县在立

体农业试点的基础上
,

制订了保证粮食生产
、

发展经济作物的发展计划
,

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

施
,

使全县农业产值由 1 9 8 5年的3 3 2 2万元上升到 1 9 8 8年的 3 8 41 万元
,

平均亩年递增 3
.

9%
,

使粮

食产量连续两年突破 5 5 00 万 k g 大关
。

如寇家河乡新兴铺村六组是该村一个有名的穷组
,

24 户村

民
, 1 0 5口人

, 4 4个劳力
。

有川地 2 9 0亩
,

坡地 6 0亩
, 1 9 8 5年人均收入仅 6 2元

,

并有 2 0 余 户 靠 救

济
。

该组大力发展立体农业
,

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

人均收入连年翻番
。

1 9 8 8年该组人均收入

46 。元
,

由吃粮靠救济变成了户户年年有余粮
,

成了远近闻名的立体农业致富组
。

立体 农 业的高

效益使他们逐步重视农家肥
、

并普遍增加了化肥投入
。

据测定该组土壤速效磷 由 15
.

7 p p m 上升

到 3 1
.

s p p m
,

碱解氮邮 4
.

s p p m 上升到 66
.

SP p m
。

土壤肥力的提高
,

农民收入的增 加
,

促 进了

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 五 ) 立体农业提高了农 民的农业管理和科学种田水平 在发展立体农业 的过程中
,

始终把

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农业管理和农 民的科学种 田水平放在第一位
。

培训 了一批有文化
、

懂技术
、

实

干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干部
,

先后组织了万人 (次 ) 的技术培训
,

讲授立体农业的特点
、

总体 目标

和科学技术知识
,

提出目标要求及配套栽培管理技术措施
。

经过培训干部和农 民科学管理
,

种田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千阳县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 区
,

农活 比较集中
,

形成了农事季节的

不均衡性
。

目前 由于土地分散经营
,

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按照以往的种植习惯
,

一个

劳动力一年投入农 田的工 日为全年的 50 %
,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活是由辅助劳动力来完成
,

因而

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为闲置时间
。

实现立体种植 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

剩余劳力和剩余时间得到了

合理利用
。

据我们对 41 个劳力 调查
,

其中常年外出从事非农业活路的有 11 个
,

占25 % 以上
,

在家

从事农业的劳力全年实出工 日 5 1 3 0个
,

占应出工 日的57 %
。

推行立体农业种植 以来
,

随着收入的

逐年增加
,

外出劳力全部归田
,

实出工 日 9 79 0个
,

占全年应出工 日的 79 %
,

因此现阶段在乡镇企

业还不发达的千阳
,

第二
、

三产业的发展尚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
,

推行立体种植是就地转化
“
两

个剩余
”
的有效途径

。

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提高了土地生产率
,

促进了千阳县粮食生产的稳

步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四
、

立体农业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立体农业虽然 目前还处于总结推广 阶段
,

但它 已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

为 了促使渭北地 区

业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
,

应对立体农业进一步加以科学总结
,

使其不断完善提高
。

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

使渭北地 区农

并在推广中注

( 一 ) 因地制宜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
,

不但距城镇远近社经情况有别
,

各地自然条件和水土

资源也有差异
,

加之农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不尽相同
,

主次不一
。

因此应区 别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

立体农业模式
。

(二 ) 增加投入 立体农业是一种多投入高产出集约经营方式
,

它不但能提高农业资源的利

用率
,

还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

但它又增加了资源负荷
,

加剧了某些资源的供需矛盾
。

因

此必须增加相应的投入
,

特别是增加物质肥料等方面的投入
。

增强农业后劲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
。

还要增加物质投入
。

(三 ) 加强技术指导 立体农业 的发展除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和农民商品观念的影响外
,

还

受农 民的农艺
、

园艺
、

养殖技术的制约
。

因而各级农业技术服务部门应加强技术指导
,

利用一切



机会和
_

L 具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知识
,

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

以促进立体农业开发技术的应用
。

( 四 ) 进一步拓宽立体农业的路子 目前渭北地区立体农业主要是农 田立体种植技术开发
,

这种选择是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

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除应进一步扩大现有各种立体农业模

式 的规模外
,

还要因地制宜地增加模式类刑
,

搞好林果
、

作物
、

牧草的优化组合
,

促进生态
、

经

济
、

社会三大效益的同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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