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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两北地区实现农业稳产

高产的途径和对策

淡 全 立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
·

陕西杨陵
·

7 1 2 10 0)

摘 要 两北 (指陕北和渭北 )地区干旱缺水
、

土地贫疮
、

生 态环境恶化
,

制约了粮食增产潜力的发

挥
.

为了实现两北地区稳产高产
,

应进一步搞好综合治理
,

改善生态条件
,

蓄水培肥
,

提高土壤肥力
,

增强农业后劲
,

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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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我国
“

南粮北调
”
的逆转

,

北方干旱半干旱雨养农业区的粮食生产 日益显示出

重要的作用
。

陕西省渭北
、

陕北地区虽耕地贫痔
,

多为中低产田
,

但人均耕地面积大
,

土层深厚
,

可塑性强
,

增产潜力大
。

因此
,

依靠科学技术
,

针对存在问题
,

采取有效措施
,

开发渭北
、

陕北粮

食增产潜力
,

不仅对于陕西省
,

进而对全国粮食紧张局势的缓解
,

都有重要意义
。

1
`

两北地区粮食生产基本情况

两北即陕北 (含长城沿线风沙区和丘陵沟壑区 )与渭北
,

共 45 个县 (市 )
,

1 1 3 6
.

83 万人
,

占全

省 33
.

01 %
,

其中农业人 口 96 6
.

47 万人
,

占总人 口 的 85 纬
,

耕地面积 3 09
.

74 万 h m
Z ,

占全省总耕

地的 56
.

24 %
,

其中坡度在 o6 以下的平地
、

缓平地 1 01
.

hs m
Z ,

占总耕地的 1 3/
。

25
。

以上的陡坡地

5 2
.

4 9万 hm
Z

占坡耕地的 14/
。

两北地 区年降雨量仅 3 16 一 73 o m m
,

且蒸发量大
,

土壤失墒严重
,

收稿日期
: 19 9 7

一 0 9一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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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九旱
,

无霜期短
,

为 1 34 一 22 4天
,

大部分地方作物一年一熟
。

因此
,

两北地 区耕地的总体质

量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

气候条件也更为恶劣
。

1 9 9 3年粮食总产量 43
.

53 亿 k g
,

占全省总产量的

3 5
.

7 3%
。

但是
,

两北地区光热资源充足
。

陕北地区年日照时数为 2 3 0 0一 2 9 1 4 h
,

渭北地 区 1 9 0 0一 2

5 3 3 h
,

太 阳能年幅射量陕北地 区为 5 0 8
.

2 2 9 ~ 6 0 2
.

8 9 9 k J / e m
Z ,

渭北地区为 5 0 2
.

4 1 6一 5 1 9
.

1 6 3

kJ c/ m
, ,

均远高于关中平原
,

更大于陕南
。

尤其是两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
,

人口密度为 106
.

09 人

/ k m
Z ,

是全省平均的 63
.

56 %
,

人均耕地 。
.

27 h m
2 ,

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1
.

72 倍
,

其 中陕北地区人

均耕的0
.

52 h m
, ,

是全省人均耕地的 3倍多
。

因此
,

发展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

2 增产粮食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2
,

i 渭北地区

该 区土地资源丰富
,

土层深厚
,

耕性良好
,

大多数耕地处于源面相对较大
、

坡度较小的源

区
,

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较轻
。

传统上由于坚持粮食生产上的
“

三为主
”

原则 (粮食生产以夏粮

为主
,

夏粮生产以小麦为主
,

小麦生产以正茬为主 )
,

加上群众有精耕细作
、

抗旱夺丰收的耕作

措施
,

该区粮食生产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被誉为陕西省的
“

第二粮仓
” 。

但是
,

要实现粮食

进一步大幅度增产而又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

一是由于传统的耕作栽培技术措施对 自然降水的

蓄
、

保
、

用 已达到一定的程度
,

表现在丰水年份增产
,

欠水年份减产
,

自然降水的利用率低
,

水分

不足成了继续提高粮食产量的限制因素
。

二是土壤培肥跟不上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要求
。

三是

缓坡地基本农田质量不高
,

土壤贫痔
,

保水保肥能力低下
。

要解决该区粮食增产问题
,

必须 围绕水和肥来进行
,

即通过多种途径多蓄水
、

少耗水
,

用好

自然降水
,

重视培肥土壤
,

减少水
、

肥
、

土的流失
。

2
.

1
.

1 多蓄水
,

少耗水
,

用 活 自然降水 渭北旱原地区一般土层深厚
,

降雨集中
.

多蓄水就是

要在雨季 ( 7
、

8
、

9三个月 )千方百计蓄住自然降水
。

一方面修建水泥窑
、

窖
,

汇收地表径流
,

蓄积

自然降水
,

结合节水灌溉技术
,

发展窑窖灌溉农业
。

如修建蓄水 20 0 m
“

的水窖
,

应用滴灌技术
,

可为 0
.

33 h m
,

麦 田保浇 3次关键水
。

另一方面
,

采取耕作措施
,

如夏粮作物收获后及时深耕或浅

耕灭茬
,

合 口过伏
;
夏粮作物收获后

,

高留茬
,

麦草盖 田或种植生育期较短的农作物
、

绿肥
,

增加

土壤表面粗糙度
,

减少地表径流
,

增加雨水入渗量
。

少耗水
,

就是要采取适当的农艺措施
,

减少

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
。

该区年降雨量 50 0 ~ 70 0 m m
,

田间最大蒸发量却远远大于这个数
,

因此
,

应继续用好传统的抗旱耕作措施
,

推广麦草全程覆盖和全生育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

减少田间

水分 的无效蒸发
,

将传统耕作方法的保水率 由25 %一 35 %提高到 60 %一 65 %
,

为作物生长所

用
。

用好 自然降水
,

必须要依据渭北旱原区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特点
,

采取生物
、

耕作
、

工程措施

一齐上的策略
,

充分利用和挖掘水分生产潜力
,

包括选育推广耐旱
、

耐瘩的优良品种
,

修建高水

平基本农田和小型高效蓄水池
,

把雨季的水分存贮起来
,

在作物生长需要时用于农田灌溉
。

2
.

1
.

2 培肥土壤是旱作农 业的基础 高产耐旱农田的培肥指标是
:

土壤内有机质含量大于

1 1
.

5 9 / k g
,

全氮大于 0
.

7 5 9 / k g
,

全磷大于 1
.

79 / k g
,

速效氮大于 5 0 9 / k g
,

速效磷大于 1 09 / k g
。

实

践证明
,

越是干旱的地方
,

越要重视对土壤有机肥的投入
,

较高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能确保在干

旱年份土壤保水的要求
。

同时
,

合理增加氮
、

磷
、

钾化肥的投入量
,

能起到以肥调水的作用
,

保证

粮食高产
。

2
.

2 陕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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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
,

含榆林地区和延安北部共 21 个县 (市 )
。

该区由于历史上交通不便
,

劳动者文化

素质普遍较低和 自然条件恶劣等原因
,

粮食生产水平较低
,

单产仅 1 s o o k g h/ m
Z

左右
。

该 区粮

食生产上的主要问题
:

一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较差
,

土地属于要花大力气改造的低产 田
; 二是农

业生态条件恶化
,

就粮食抓粮食见效慢
,

效益低
; 三是缺乏有一定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和资金投

入
,

农业综合开发难度较大
。

该区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取决于 自然生态条件的改善和大农业的发展
,

加大对农业劳动者

的培训教育
,

多渠道筹集资金
,

进行全方位综 合治理
,

搞好农业综合开发是该 区农业和粮食生

产发展的必由之路
。

2
.

2
.

1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 施结合
,

改造低产 田 该区的基本农 田普遍立地条件不好
,

且不固

定
,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水土流失间题
,

加上气候条件恶劣
,

植被稀少
,

农业生产严重受到 自然条

件的制约和影响
。

因此
,

改造的方向应是
,

增加植被
,

增加生物多样性
,

改善生态条件
,

发展大农

业
,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 田
,

改善立地条件
,

提高农田土壤肥力和单产水平
,

退耕还林
,

退耕还牧
,

把25
。

以上的坡耕地坚决退下来
,

把荒坡的长期经营权承包给农户
,

使经济林
、

用材林和牧草一

齐上
,

增加植被覆盖
,

给粮食生产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
。

2
.

.2 2 建设 高标准基本农 田
,

提 高单产水平 采取政府给政策 .( 建成的高标准基本粮田经营

使用权长期不变
,

谁投资修建谁受益 )
,

农民投资建设
,

政府适 当补贴的办法
,

建设高标准基本

粮田
,

达到人均 0
.

13 ~ 0
.

2 h m
, 。

在建成的高标准基本粮田上采用生物措施
,

农家肥和化肥相结

合的办法
,

培肥地力
,

大力推广大垄沟
、

水平沟
,

沟播
、

地膜栽培
、

育苗移栽等实用技术
,

和优良

品种相配套
,

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

2
.

2
.

3 加 强农技学习和培训 对农业劳动者进行实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
,

提高劳动者文

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
。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

要和农村扫盲
、

职业教育
、

专项农业实用技

术推广及国内外大的农业综合治理援助项 目相结合
,

多方努力
,

常抓不懈
,

才能收效 明显
。

3 两北地区粮食增产预测

两北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化肥施用量低
,

土地贫疮
,

生产水平低
。

1 9 9 4年化肥平均施用

量为 7 7 2
.

1 5 k g / h m
Z ,

仅相当关中平原 1 7 8 3
.

5 8 k g / h m
Z

的 4 3
.

2 9%
,

其 中陕北地 区不足 4 0 0 k g /

h m
Z ,

相当于关中平原的 20 %左右
,

粮食单产水平不足关中平原的 30 %
。

然而
,

差距就是潜 力
。

采取上述对策
,

蓄水培肥
,

改善生态
.

提高耕地质量
,

发挥规模优势
,

实现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

长
,

并非不可能
。

根据有关调查推测
,

通过机修宽幅梯田
;
窖蓄节水灌溉

;旱平地改水浇地
;
缓平

地改旱平地
; 荒沟改坝地及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等工程措施的实施

,

2 0 0 0年两北地 区耕地面积可

扩大到 3 7选
.

0 7万 h m
, ,

占耕地 4 6
.

3 9 ;石的基本 农田 1 2 5
.

4 6万 hm
Z ; 2 0 1 0年耕地扩大到 3 8 5

.

4 5万

h m
, ,

其中基本农田 1 60
.

25 万 h m
Z ,

占耕地 64
.

78 %
。

加上综合技术措施的实施
,

粮食总产 2 0 0 0

年可达到 60
.

17 亿 k g
,

占全省 1 4 0亿 k g 的 42
.

98 %
,

比 1 9 9 3年 提高 7
.

09 个百分点
,

单产达到 3

1 7 4 k g / h m , ; 2 0 10年达到 9 7
.

1 1亿 k g
,

占全省目标产量 2 0 0亿 k g 的 4 8
.

5 6 %
,

比 2 0 0 0年提高 5
.

5 8

个百分点
,

比 1 9 9 3年提高 1 2
.

6个百分点
。
1 9 9 3一 20 10 年

,

两北地区增产粮食 53
.

8亿 k g
,

占全省

同期粮食计 划增产量 78
.

5亿 k g 的 68
.

25 %
,

粮食总产年递增率 为 4
.

8%
,

比同期全 省平均 .2

9 9%的年递增率高出 1
.

8个百分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