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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 9 2一 1 9 9 4年期间
,

围绕整治生态环境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应用农业科学技术
,

进

行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农业中
、

低产田改造的深入研究
。

通过生态一生产一科技的密切结合
,

使面积为 1
.

kZ m ,

的红泥河流域
,

在生态系统结构
、

农田生产功能以及流域经济效益上
,

都有

了显著改善和提高
。

在此基础上
,

指明了进 一步改造农业 中低产 田
,

提高农 田生产效益的方向

和措施
。

关键词 中低产田综合改造 效益评估 红泥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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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泥河流域是河 曲县 中西部黄河一级支流砖窑沟流域 内的一条小支沟
,

面积 1
.

kZ m
,
( 合

1 2 0 hm
,
)

。

过去是一条收入微薄的荒沟
,

从 1 9 9 2 年开始
,

经过 3 年的综合整治
,

流域生态环境

得到了初步改善
,

土地生产力得到了提高
。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1 2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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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泥河流域概况

L I 自然概况

红泥河流域位于典型的黄土丘陵区
,

海拔 1 0 34 ~ 1 122 m
。

沟内梁卯地面积 27
.

6h m
, ,

占总

面积 23
.

0 %
,

沟坡 77
.

73 h m
, ,

占总面积 64
.

8%
,

塌坡地 1 0
.

6 h7 m
, ,

占总面积 8
.

9 %
,

沟谷地

4
.

o o h m
Z ,

占总面积 3
.

3%
。

流域 内以栗褐土性 土为主
,

土壤贫痔
,

一般农 田有机质含量 .0 6 43 9 / k g
,

全 N 为 .0 5 29 /

k g
,

全 P 为 1
.

3 5 9 / k g
。

植被稀少
,

19 91 年植被覆盖率仅 13
·

1%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平均年侵

蚀模数为 6 o o o t / k m
“ 。

流域内季节分 明
,

年均气 温 8
.

8
〔

C
.

) 10 ℃积温 3 3 60 ℃
,

无霜期 1 40 夭左右
,

年降水量

4 4 7
.

s m m
,

并多以暴雨形式集中 7
、

8 两月
。

干旱
、

暴雨是农业的主要 自然灾害
,

洪涝
、

霜冻
、

冰

雹也时有发生
。

L Z 农业生产现状

1 9 9 1 年
,

流域内有耕地 6 5
.

4 7 h m
2 ,

占总面积 5 4
.

6旦石
,

其中梯田 1 7
.

3 3 h m
, ,

坝地 0
.

6 hm
, ,

坡

耕地 46
.

87 h m
, 。

农作物品种主要有
:

马铃薯
、

糜黍
、

绿豆
、

黑豆
、

玉米等粮食作物和蓖麻
、

葵花
、

红葱等经济作物
。

1 9 9 1 年流域产粮 1 2
.

7 13 万 k g
,

每 hm
,

产量仅 1 7 6
.

3 k g
。

1 9 9 1年流域 内经济

总收入 2 56
.

1 2 6 2 万元
.

单位面积农 田纯收入仅 2 30 8
.

5元 h/ m
Z ,

林牧业收入甚微
。

2 综合改造的基本思想与构建

红泥河流域农业低产的原因很多
,

但关键是生态环境恶化
,

水土流失严重
,

农业生产条件

低劣 l[]
。

1 9 91 年 65
.

47 h m
,

耕地中
,

坡地占 71
.

6%
,

坡地水土流失使农 田损失大量养分 (表 1 )
。

表 l 不同坡度耕地养分流失情况

坡 度

( 5
0

6
“

~ 1 0
。

1 1
“

~ 1 5
0

1 6
0

~ 2 0
0

2 1
0

~ 2 5
0

2 6
0

~ 3 0
0

加 权

流失的养分量 ( k g / h m , ) 折化肥量 ( k g )

有机质 全 N

4
.

2 0

8
.

5 5

1 8
.

1 5

3 4
.

5 0

5 1
.

1 5

6 1
.

3 5

3 7
.

5 0

全 P

1 0
.

9 5

2 2
.

0 5

4 7
.

2 5

8 9
.

7 0

1 3 2
.

9 0

1 5 9
.

3

9 7
.

2 0

N 肥

2 5
.

0 5

5 0
.

8 5

1 0 8
.

0 0

2 0 5
.

3 5

3 0 4
.

5 0

3 6 5
.

2 5

2 2 3
.

2 0

P 肥

6 8
.

4

1 3 7
.

8 5

2 9 5
.

3 5

5 6 9
.

7 0

8 3 0
.

7 0

9 9 5
.

7 0

6 0 7
.

5 0

050570207000

注
:
1

.

N 肥
:

按河曲化肥厂产 N H
4

H C O 3

含 N 16
.

8% 折算 ; 2
.

P 肥
:

按过磷酸钙含 P
Z

O
。

16 写折算
。

在这种情况下
,

单纯进行农 田投入
,

势必事倍功半
。

农 田生产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进行的
,

它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
,

这项 系统工程可以看作是由三个框架构成
,

即生态环境整治框架
、

生产条件改善框架和农业科学技术应用框架图 (附图 )
。

农田 周围的生态环境是农田生产的卫士
,

必须通过植树种草和提高植被质量等措施使其

得到优化 ; 生产 条件框架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

可以 通过修梯田和在沟底打坝淤地使其得到完

善
;
农业科学技术是改造低产田的根本动力

,

可以通过采用旱作农业技术和推广优 良品种等来

提高农田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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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的优化配置

劣质树林的更新改造与植被建设

流域 内现有 5
.

33 h m
2

劣质树
,

主

要指
“
小老头

”

树
,

大都是 50 ~ 60 年代

种植
,

目前胸径 只有 4 ~ sc m
,

株高不

足 3m
,

水保效益不佳
,

经济效益甚微
。

为改造
“

小老头
”

树
,

在流域内选

择了杨树
、

刺槐和榆树等小老头树林
,

用适宜本地生长的耐干旱痔薄的油松

进行更新试验
。

具体方法为
:

在原小老

头树林中
,

沿等高线
,

留两行
,

伐一行
。

在伐去小老树的这一行修筑宽 l m
,

深

.0 3m
,

长 .1 5 m 的等高水平沟带
。

每

个水平沟格内栽植一株油松
。

这样
,

坡
附图 中低产农田改造的

“

三盆框架
”
图

上留的小老树起到了原有水保功能
,

伐去这一行挖成水平沟拦蓄了水土
,

有利于油松生长
。

试

验结果如下 (表 2 )
。

实验 中
,

用 杨树林 下直 表 2 油松更替
“

小老头
”

树试验

接栽植作对照
,

结果发现
,

在

杨树林下栽植的油松成活率

很低仅 1 1
.

3%
,

而间伐挖沟

栽 植 的 油 松 成 活 率都 在

55 %以上
,

最高的是刺槐林

中栽 植 的 油 松 成 活 率 达

树树 种种 试验油松株数数 第一年后成活株数数 成活率 (沁 )))

杨杨 树树 1 2 000 6 777 5 5
.

888

刺刺 槐槐 1 8 333 1 3 333 7 2
.

666

愉愉 树树 9 777 6 666 6 8
.

000

杨杨树林下直接栽植植 8 000 999 1 1
.

333

注
:

每株油松浇水 7
.

s k g
,

油松坑采取地膜覆盖
。

72
.

6%
。

利用实验成果
,

1 9 9 3 年和 1 9 9 4 年在流域内更新杨槐
“

小老头
”

树 2
.

67 h m
, 。

同时
,

在

1 9 9 2 ~ 1 9 9 4 年 l司
,

在流域内成片造林 2 0
.

3 3h m
2

和
“
四旁

”

植树 1 3 2 0 0 株
。

3
.

2 基本农田生产力的研究与建设

基本农 田包括梯田
、

坝地和河滩地
。

它们是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 [’]
。

红泥河流域中糜地

梯田和坡地生产力对 比实验结果见表 3
。

表 3 红泥河流域相邻康子梯田
、

坡地生产力对比

地地 类类 水土流失失 Zm 土体储储 。 ~ 2吸 m 土层肥力力 作物根系系 单 产产

((((( k g八 h m
Z . a 二二水量 ( m m ))))))))))))))))))))))))))))))))))))))))) 分布 (

e m ))) ( k g / h m Z )))有有有有有机质 ( g / k g ))) 全 N ( g / k g ))) 全 p ( g / k g )))))))

222 40 坡耕地地 9 8 4 0 000 2 3 0
.

555 4
.

3 000 0
.

2 444 0
.

4 888 0 ~ 1 6 000 7 0 555

333年水平梯田田田 2 6 2
.

000 5
.

6 000 C
.

3 222 0
.

6 111 0~ 2 1 000 3 5 1 000

梯梯田增效值值值 3 1
.

555 1
.

3 000 0
.

0 888 0
.

1 333 5 000 2 8 0 555

实验表明
,

梯田地 Zm 土层土壤储水量比同质黄土的坡地储水量增加 31
.

sm m
,

土壤有机

质
,

全 N
、

全 P 含量都比坡耕地分别增加 0
.

13 %
、

0
.

0 08 %和 0
.

01 3%
。

坡地上糜子每 h m
Z

产量

仅 7 o s k g
,

梯田上糜子每 h m
,

产量 3 5 10 k g
,

比坡地高 79
.

9 %
。

为此
.

3 年来在红泥河流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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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梯田建设和坝系建设 (表 4 )
。

1 9 9 2一 1 9 9 4 年
,

在流域 内共建水平梯 田

9
.

3 3h m
, ,

开辟坝地 0
.

8 7h m
2 ,

在主沟打坝修

坝 2 座
,

在支沟修防洪坝 4 座
.

建谷坊 H 处
.

为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4 农业科技潜力试验与应用

农业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农业

生产发展的外部因素
,

农业科学技术应用才

表 4 红泥河流域梯田
,

坝系建造情况

年年份份 水平梯田田 沟坝地地 沟道坝 系布局 (座
、

处 )))

(((年 ))) ( h m
Z ))) ( h m Z ))))))))))))))))))))))))) 主主主主主沟坝坝 支沟坝坝 谷坊坊

111 9 9 111 1 7
.

2 333 0
.

6 000 222 333 1 lll

111 9 9 444 2 6
.

6 777 1
.

4 777 444 777 1 lll

新新增量量 9
.

3 333 0
.

8 777 222 44444

注
:

新增主沟 坝 中
,

有一座为新建坝
,

另一座为旧坝

修复
。

是引起农业生产根本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

为了总结现有农业科学新技术
,

以便在流域的综合改

造中集中使用
,

1 9 9 2 年在流域内进行了农业科技应用潜力试验 (表 5 )
。

表 5 农业科技应用潜力试验 k g

方方 案案 配 方 施 肥肥 种 衣 剂剂 地 膜膜 优 良 品 种种

马马马铃薯薯 黑豆豆 玉米米 绿豆豆 西瓜瓜 花生生 马铃薯薯 糜子子

对对 照照 9 3
.

000 4
.

000 1 8
.

999 4
.

000 9 3
.

000 9
.

999 8 4
.

666 1 0
.

000

试试 验验 1 0 8
.

666 4
.

888 1 9
.

555 4
.

333 1 3 2
.

000 1 2
.

555 1 0 5
.

444 1 1
.

666

增增产率 (% ))) 1 6
.

888 1 8
.

777 3
.

444 7
.

666 4 1
.

999 2 6
.

999 2 4
.

777 1 5
.

555

试验小区面积 s m x s m
,

3 次重复
。

试验表明合理的配方施肥
、

种衣剂和地膜等旱作新技

术
,

以及优良品种使用
,

都能给农业生产带来显著的效益
,

一般增长幅度在 3
.

4 % ~ 41
.

9%之

间
。

截至 19 9 4 年
,

流域内优良品种使用面积 已占到总播种面积的 88 %
,

种衣剂使用面积占总

播种面积的 62 %
,

覆盖地膜的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 16 %
,

使用配方施肥的面积占到总播种面

积的 75 %
。

5 综合改造的效益评估

5
.

1 流域系统优化结构的形成

5
.

1
.

1 环境结构 3 年来 由于采取 了积极植树种草
,

兴建基本农田
,

陡坡地退耕种草
,

缓

坡地实行果粮间作等措施
,

使整个流域环境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 (表 6 )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 1) 耕地结构有了明显变化

。

基本农 田面积从 1 9 9 1 年的 23
.

3 h3 m
,

增加到 1 9 9 4年 28
.

1 3h m 2 ,

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也从 1 9 9 1年的 27
.

4 %上升为 45
.

4%
。

果粮间作

面积也从 1 9 9 1年的 0
.

6 7 h m
,

增加到 1 9 9 4 年的 8
.

6 7 h m
, ,

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从 1 9 9 1 年的 1%

上升到 14% ; 坡耕地则从 1 9 9 1年 4 6
.

8 7h m
2

减少到 1 9 9 4 年的 2 5
.

Z o h m , ,

减少 T 4 6
.

2%
,

这是

变化的一个方面
。

( 2) 植被覆盖有了明显提高
。

林草面积从 1 9 9 1 年的 15
.

o ho m
, ,

增加到 19 94

年 的 37
.

33 hm
, ,

再 加 上沟 底四 旁零星树 木 (约 15 0 00 株 / 1 0 0 一 10 h m , ,

林草覆 盖率达 到

3 9
.

4 %
。

初步形成了刺槐
、

杨树
、

柠条与农 田作物协调相存的生态群落景观
。

5
.

1
.

2 农 田 作物结构 在农田利用中
,

从过去死板的以 自给为主的简单作物结构
,

向灵

活的以市场和顺应夭时的多种作物类型结构转变 (表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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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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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红泥河流域土地结构变化 h m
Z

地地 类类 1 9 9 1年年 1 9 9 2 年年 1 9 9 3年年 1 9 9 4 年年 1 9 9 4 年 比 1 9 9 111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增加 %%%面面面积积 ( % ))) 面积积 ( % ))) 面积积 (写 ))) 面积积 ( % )))))

耕耕 地地 6 5
.

4 444 5 4
.

555 6 4
.

2 777 5 3
.

555 6 4
.

0 000 5 3
.

333 6 2
.

0 000 5 1
.

666 一 5
.

333

其其中
:

梯 田田 1 7
.

3 333 2 6
.

555 2 5
.

3 333 3 9
.

444 2 6
.

6 777 4 1
.

777 2 6
.

6 777 4 3
.

000 5 3
.

888

坝坝地地 0
.

6 000 0
.

999 1
.

4 777 2
.

333 1
.

4 777 2
.

333 1
.

4 777 2
.

444 1 4 4
.

444

坡坡地地 4 6
.

8 777 7 1
.

666 3 0
.

1 333 4 6
.

999 2 7
.

2 000 4 2
.

555 2 5
.

2 000 4 0
.

666 一 4 6
.

222

果果粮地地 0
.

6 777 1
.

000 7
.

3 333 1 1
.

444 8
.

6 777 1 3
.

555 8
.

6 777 1 4
.

000 1 2 0 000

林林 地地 1 4
.

3 333 1 1
.

999 3 0
.

6 777 2 5
.

666 3 2
.

6 777 2 7
.

222 3 4
.

6 777 2 8
.

999 1 4 1
.

999

其其中
:

刺槐槐 7
.

3 333 5 1
.

111 1 1
.

3 333 3 7
.

000 1 1
.

3 333 3 4
.

777 1 3
.

3 333 3 8
.

555 8 1
.

888

杨杨树树 3
.

0 000 2 0
.

999 6
.

0 000 1 9
.

666 6
.

0 000 1 8
.

333 6
.

0 000 1 7
.

333 1 0 0
.

000

柠柠条条 2
.

0 000 1 4
.

000 1 1
.

3 333 3 7
.

000 1 3
.

3 333 4 0
.

888 1 3
.

3 333 3 8
.

555 5 6 6
.

777

柳柳树树 2
.

0 000 1 4
.

000 2
.

0 000 6
.

444 2
.

0 000 6
.

222 2
.

0 000 5
.

777 0 0
.

000

草草 地地 0
.

6 777 0
.

666 1
.

3 333 1
.

111 2
.

6 777 2
.

333 2
.

6 777 2
.

333 3 0 0
.

000

其其 它它 3 9
.

5 333 3 3
.

000 2 3
.

7 333 1 9
.

888 2 0
.

6 777 1 7
.

222 2 0
.

6 777 1 7
.

222 一 4 7
.

777

表 7 红泥河流域 1 9 9 1~ 1 9 9 4 年农田作物结构变化 hm Z

作作 物 种 类类 1 9 9 1年年 1 9 9 2 年年 1 9 9 3 年年 1 9 9 4 年年

面面面积积 (肠 ))) 面积积 ( % ))) 面积积 ( % ))) 面积积 ( % )))

自自给性作物物 糜 黍黍 9
.

6 777 1 4
.

888 1 0
.

0 000 1 5
.

666 9
.

0 000 1 4
.

000 9
.

8 777 1 5
.

999

一一一 玉 米米 1
.

7 333 2
.

666 2
.

6 777 4
.

222 2
.

4 000 3
.

888 3
.

3 333 5
.

444

黑黑黑 豆豆 5
.

3 333 8
.

111 4
.

6 777 7
.

333 4
.

2 000 6
.

666 1
.

6 777 2
.

777

谷谷谷 子子 2
.

6 777 4
.

111 1
.

7 333 2
.

777 1
.

4 777 2
.

333 2
.

0 000 3
.

222

其其其 它它 6
.

6 000 1 0
.

111 6
.

7 333 1 0
.

333 3
.

0 000 4
.

666 6
.

0 000 9
.

777

商商品性作物物 马铃薯薯 1 9
.

3 333 2 9
.

555 1 8
.

0 000 2 8
.

000 2 0
.

2 777 3 1
.

777 1 3
.

3 333 2 1
.

555

绿绿绿 豆豆 8
.

0 000 1 2
.

222 7
.

1 333 1 1
.

111 7
.

8 777 1 2
.

333 1 0
.

0 000 1 6
.

111

红红红觅豆豆 1
.

3 333 2
.

000 2
.

6 777 4
.

222 3
.

0 777 4
.

888 1
.

3 333 2
.

222

蓖蓖蓖 麻麻 6 5
.

9 333 10
.

000 7
.

4 777 1 1
.

666 8
.

5 333 1 3
.

333 1 0
.

0 000 1 6
.

111

葵葵葵 花花 2
.

0 000 3
.

111 1
.

3 333 2
.

111 1
.

6 000 2
.

555 2
.

0 000 3
.

222

其其其 它它 2
.

2 777 3
.

555 1
.

8 777 2
.

999 2
.

6 000 4
.

111 2
.

4 777 4
.

000

在灾年
,

采取适应夭时的作物布局方略
。

1 9 9 4 年是 50 年一遇的严重春旱年
,

在作物布局

上扩大了极耐旱的糜黍
、

绿豆
、

红葱及乔麦等杂粮面积
。

这些作物的播种面积在 1 9 9 3 年基础上

增加了 26
.

7%
,

在正常年
,

作物布局则以市场导向为主
。

1 9 9 3 年商品性生产的品种如马铃薯
、

绿豆
、

葵花
、

蓖麻等的播面积从 1 9 9 2 年的 34 h m
,
( 已占耕地较高水平 52

.

8% )的基础上
,

仍增

加 1 2
.

8写
,

而市场不景气的黑豆和 自食的糜子播种面积却有明显减少
。

这种灵活的作物结构
,

增强了对 自然灾害的抗逆能力
,

保证了高产高收
。

5
.

2 流域系统中农田功能效益分析

5
.

2
.

1 农作物产量效 益 红泥河流域的农田面积基本保持在 62 一 6 h5 m
2

之间
。

自 1 9 9 2

年 以来
,

通过治理环境
,

改善生产条件
,

应用农业科学技术
,

农 田作物产量有了明显提高 (表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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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红泥河流域1 1 9 9~4 1 9 9年农田作物产量

品品 种种1 91 9年年1 2 9 9年年1 3 9 9年年1 94 9年年

播播播面面 每 h m
之之
总产产 播面面 每 h m:::

总产产 播面面 每 h m
’’
总产产 播面面 每 h mZZZ

总产产

糜糜 黍黍 9
.

1 777 2 6
.

0 000 20 30 000 10
.

0 000 24 97
.

555 24555 7 9 9
.

0 000 1 8 3 7
.

555 8 8 2 67771
.

5 777 2 2 6555 5 2 90 000

玉玉 米米1
.

7333 60 0 000 10 0 000 4 2
.

64 7775 0 000 1 20 0 000 2
.

000 4 4 8555 1 71 70 000 2
.

0 0005 70 0005 20 0 000

黑黑 豆豆5
.

3 333 97555 5 20 000 4
.

60 000 777 94 20 000 4
.

2000 1 1 2555 4555 7 2 9
.

81 7775 05 000 20 0 0 000

谷谷 子子 2
.

67775 1 7555 4 20 000 1
.

73331 25 2
.

555 1 7 2111 1
.

4 777 23 2555 34 1000 3
.

1 3 333 7 2555 1 15 2000

马马铃薯薯1 9
.

1 3 333 98555 3 7845 2000 1 8
.

0 000 20 0 000 4 4 3 20 000 20
.

2777 23 62555 4 78 80 000 1
.

61 7770 8 67
.

555 1 70 000

绿绿 豆豆8
.

0 000 10555 38 8 2000 7
.

5 555 1 1 333 68 23 9997
.

85 1 7770 000 1 80 000 2
.

0 000555 1 1 21 25 555 2

红红可豆豆1
.

3 3331555 4 20 000 1 92
.

1 777 60 4 2
.

555 3 74000 3
.

05 1 7770 000 4 60 000 1 3
.

1 3 333 7 2555 3 30 000

蓖蓖 麻麻 6
.

5 1 1 1 333 2555 730 111 7
.

4 1 1 3 777 2
.

555 85 4 6668
.

5 3331 1555 2 6 90 000 10
.

0 0005 1 2 2
.

555 92 90 000

葵葵 花花 2
.

0 0005 10 000 30 0 000 1
.

1 3 3334555 1 2 90 000 1
.

60005 555 5 1 7 2 2000 2
.

0 0005 1 600000

粮粮作合计
’’

4 8
.

0 777 24 64
.

555 1 21 3 7000 4 6
.

8 77730 24 4 1 1 7 666555 24 8
.

277731 20005 10 68 2224 1
.

5 333 28 88888 3

注
:

() 1 粮作合计
:

指除蓖麻
、

葵花外
,

上述所有品种的合计
,

其中马铃薯产量按 2
.

sk g 折 I k g 计算
。

( 2 ) 一9 9 2 ~ 1 9 9 4 年每年 都有一部分其它作物种植面积
,

分别为
:
8

.

8 7 h m
2 ,

8
.

8 6 hm 2 ,

5
.

6 o hm
Z

和

.8 47 h耐
。

种植品种有
:

红葱
、

西瓜
、

甜菜
、

红薯
、

花生… …等
,

单面积很小
,

故未统计
。

应该指出
,

1 9 94 年是 50 年一遇的特大旱年
,

但经过治理的红泥河流域内平均粮食每 h澎

产量 2 38 8 k g
,

比周围地区平均每 hm
,

产量 8 7 7
.

k5 g 高出 63
.

2%
,

表明综合治理使红泥河流

域 内农田的抗灾能 力有了显著提高
。

1 9 9 1一 1 9 9 3 年属正常年 景
,

流域 内粮食每 h m
Z

产量从

1 9 9 1年 2 6 4 4
·

s k g
,

上升到 1 9 9 3 年的 3 1 2 1
.

s k g
,

年平均增长速度 12
.

2%
。

5
.

2
.

2 农 田 经济效 益 红泥河流域系统结构的不断改善
,

不但提高了农田的生物生产能

力
,

而且也提高了流域系统中农田的经济效益 (表 9 )
。

从 表 9 中 不 难 看

出
,

尽管在 1 9 9 2 ~ 1 9 9 4

年的 3年中有一年特大

旱灾 年
,

但 3 年的平均

总 收 入
、

纯 收 入 和 每

hm
Z

平均纯收入分别比

正常年景 的 1 9 9 1 年提

高 3
.

7%
,

8
.

6%和

表 9 红泥河流域 1 9 9 1~ 1 9 9 4 年农田经济效益

年年份 (年 )))

}
总收入入 总成本本 纯收入入 每 h m

Z

纯收入入 投产比比

111 9 9 111 2 5 6 1 2 666 1 0 5 0 1 222 1 5 1 1 1 444 2 3 0 8
.

555 1
:

2
.

444

111 9 9 222 2 7 7 6 4 222 9 0 5 1 111 1 8 7 1 3 111 2 9 1 1
.

555 1
:

3
.

111

111 9 9 333 3 2 3 2 7 222 1 0 0 5 3 888 2 2 2 7 3 444 3 4 8 0
.

000 l
:

3
.

222

111 9 9 444 1 9 5 9 0 000 1 1 3 6 2 222 8 2 2 7 888 1 3 2 7
.

555 1 : 1
.

777

1119 9 2一 1 9 9 4 平均均 2 6 5 6 0 555 1 0 1 5 5 777 1 6 4 0 0 4 888 2 5 8 7
.

555 l : 2
.

666

1 2
.

1%
,

其中正常年景的 19 9 3 年
,

同项指标比 1 99 1年分别提高 26
.

2%
,

47
.

4%和 50
.

6%
。

流

域内农 田投入与产出之 比也得到了提高
,

后 3 年的平均投产比在 19 91 年的 1 : 2
.

4 的基础上

提高到 l :
2

.

6
,

其中 1 9 9 3年的投产比达到了 1 : 3
.

2
。

6 对进一步综合改造黄土丘陵区中低产田的理论思考

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农业受 自然的影响既是深刻的
,

又是久远的
。

为了使该地区农村摆脱自

然灾害的侄桔
,

告别中低产
,

必须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

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农业的建设川必须

分两步走
,

亦即两个阶段
。

第一步
:

制止生态恶化
,

建设生态农业基本框架阶段
。

具体措施有
:

(1 )协调人地关系
。

黄土丘陵区农业生态系统特别脆弱
,

(下转第 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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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土地利用类型中
,

油松林地的土壤抗蚀性最大
,

其次是草地和杨树林地
,

再次是裸

地
,

农田的土壤抗蚀性最小
。

土壤抗蚀性是侵蚀量的影响因素之一 但不是决定因素
.

土壤的抗

蚀性大
,

侵蚀量未必 小
,

还要看径流量的大小
。

( 3 )可选定土地利用类型
、

坡度
、

容重
、

自然含水量
、

毛管持水量
、

饱和含水量
、

有机质量及

大于 0
.

05 m m 土粒含量作为 自变量
,

对指标土壤抗蚀性进行预测
,

其复相关系数达到 0
.

8 84
,

相关极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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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很有限
,

要协调好
“
人口一资源一环境

”

关系
,

防止对系统过量摄取
。

( 2 )加强环境整治
。

重点是大力植树造林恢复植被
,

制止水土流失 ; 扩建基本农 田
,

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
。

( 3) 经济扶贫
,

科技兴农
。

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

扬长避短
,

振兴经济
,

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建立

创造宽松环境
;
积极推广和应用新的农业科技

,

为农业发展增加动力
。

第二步
:

农业生态系统结构的优化和功能潜力发挥阶段
。

具体措施有
:

( 1) 系统结构优化组合
。

包括土地利用结构
、

农田种植结构
,

产业结构
,

以及它们的相互协
.

』

站构
,

必须成为有机的整体
。

( 2) 增加系统多样性
.

充分利用系统资源
,

增强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范围和抗逆能力
。

( 3) 提高系统内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效率
。

总之
,

改造黄土丘陵区中低产田
,

必须建立一个优化的农业生态系统
,

这个系统必须是灵

活的
、

多样的
、

能抗拒多种灾害的
、

高效的生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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