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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探讨 厂大荔农业产 业发展特点及生态环境 问题
J

以 生态学原理 为指导
,

结合县域生态环境特点和

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

将大 荔县分 t 个区域
,

讨论 了其生态农业建设模式
,

最后提 出了生 态农业模式实施

的 3 大类 〔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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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环境

大荔县为渭南市的市辖县
,

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

东部
.

东经 1 0 9
0

4 3
‘ 一

1 10
0

19 ‘ ,

北纬 3 4
0

3 6
,

3 5
“
0 2

‘ .

总

面积为 1 7 76
.

3 k m
竺 。

东临黄河与山西省永济县相望
,

南隔渭河与撞关
、

华阴
、

华县相邻
,

西与渭南
、

蒲城县

相连
,

北和澄城
、

合阳县接壤
。

大荔县地处渭河断陷盆地东部偏北坳陷区
,

地势

北高南低
,

地貌 由西北向东南呈现 台源
、

阶地
、

沙地
、

滩地多级阶梯状格局
。

黄土台源地处渭北 黄土高原南

缘
,

源沟相对高差 3 0 一 50 m
,

是全县水 上流失最严重

的 区域 ; 河流阶地区地势平坦
.

为全县农业生产条件

最好 的区 域 ; 沙苑 区沙面起伏
,

相对高差 5 一 s m
,

是

全县 七壤肥力最差的区域 ; 黄河滩地地势低平
.

湿地

面积较大
,

是野生鸟类栖息的理想地
。

大荔县地处黄河
、

渭河
、

洛河 3 河交汇地区
,

属于

暖温带半干早大陆性季风气候
,

年均温 1 3
.

4 C
,

年降

水量 5 14 m m
,

冬夏季长
,

春秋季短
,

降水以 夏季最多
,

冬季最少
.

秋季常形成连阴雨
。

黄河沿东界南下
,

渭河

沿南界东行人黄
,

洛河由西北到东南穿境人渭
。

全县

过境径流丰富 (4
.

06 沐 1 0 ’
‘,

m
3 / a)

,

但泥沙含量较大
,

适用于农业灌溉 ; 自产地表水贫乏 (径流深度仅为 10

m m 左右 )
,

利用价值很小 ; 地下水资源相 当丰富
,

但

水化学类型复杂多变
,

有医饮兼优 的天然矿泉水
、

淡

水
,

也有微咸水
、

咸水和咸苦水
。

在长期垦耕活动影响下
,

栽培植被大量增加
,

以

作物和果林为主
,

广泛覆盖在整个台源面及阶地区 ;

自然植被明显萎缩
,

以灌丛
、

草地分布于沟坡
、

河滩和

沙苑区
。

另外
,

黄河湿地有丹顶鹤
、

大鸭
、

白鹤
、

黑鹤
、

白琵鹭
、

大天鹅
、

灰鹤等保护鸟类
。

2 农业发展特征及生态环境问题

大荔县总人 口 6
.

so x l护 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6
.

28

义 1 0 5

人
,

非农业人 口 5
.

2 0 又 10 5

人
。

2 0 0 0 年
,

全县

G D P 值 1
.

73 又 10
,

元
.

其 中农业 占 39 % ; 工业 占

2 5
.

2 % ;
第三产业 占 35

.

8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 7 5 4

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 25 0 元
。

即农业为大荔县第

一大产业
,

也是全县的财政支柱
。

大荔县农业发展历史悠久
,

是国家
、

省级粮棉油

果基地县
。

近几年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使大荔县农

业资源优势逐步转变为产业规模优势
。

以苹果为主的

果业在北部源区和渭河阶地区得到发展
,

果业生产是

该县农业的第二大产业和第二大税源
。

黄花菜
、

大枣
、

花生是大荔沙苑地区传统的农特产品
,

近 l o a

来
,

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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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
、

西瓜发展迅猛
,

以芦 笋
、

香菇
、

黄花菜为主的特色

经济作物
,

给传统的大荔
“

1{) 8 ” (黄花菜
、

红枣
、

花生 )

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继承传统养殖优势
.

畜产品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

已成为国家级秸秆养牛示

范县
,

陕西省秦川肉牛基地 县和渭南市肉猪
、

肉羊和

禽蛋的主要产区
。

另外
,

以反 季蔬菜
、

瓜果为突破 口的

设施农业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

Zo o u 年
,

粮
、

棉
、

油总

产分别达到 2
,

5 5 又 1 0 几 ,

1
.

3 6 又 l ()
,

和 4一 9 火 一。‘ t ; 果

类总产达 2
.

60 又 1 J t ,

产值达 2川 0 x l。,

元 ; 芦笋
、

香

菇
、

黄花菜和大棚等特色农业产值达 1
.

2 3 x IO
”

元 ;

秦川牛存栏 7
.

60 丫 10
书

头
,

羊存栏 7
.

钧 x IO
”

只
,

生

猪存栏 1
.

5 0 又 1 0 ‘

头
,

家禽存栏 9
.

9 (。只 10 5

只
。

在上述产业发展的同时
,

大荔县农业生产
、

农业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不协调状况 日益明显
。

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l) 农业经济发展较快
,

生态环境保护薄弱
。

由

于土地过度开垦
,

森林覆盖率低
,

水土流失有所加重
,

沙苑区地下水位下降明显
,

生态环境出现逐步恶化的

现象
。

(2) 农特产品产出量大
,

农业产业效益低下
。

虽

然西瓜
、

芦笋
、

花生
、

苹果
、

梨
、

枣
、

柿等果品生产已有

一定规模
,

但由于距 消费地较远
,

大多数商品没有或

仅为简单包装
,

商品价格低
、

利润少
,

效益低下
。

(3) 多样化和 规模化 矛盾渐显
,

产业化及整体化

有待优化
。

虽然农特产品种类较多
,

但优质品种较少
,

总体规模较小
,

从全县来讲
,

拳头产品较少
,

深加工程

度较低
。

(4) 农业生产中
,

化肥
、

农药
、

地膜使用量迅速增

加
,

农村环境污染逐步明显
。

综上所述
,

大荔县作为传统的农业县
,

在产业化

和规模化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

但生态化和绿色化仍

然存在一定问题
。

通过生态农业建设
,

将生态化
、

绿色

化
、

产业化和规模化有机结合
.

则无论对农业生态环

境的改善
、

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

还是对农业经济

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人的增加
,

均具有重要意义
。

3 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模式

3
.

1 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大荔县农业发展现状特色较为明显的基础上
,

进一步稳粮
、

保棉
、

增菜
、

优果
、

强牧
.

是大荔县农业发

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

在此思想指导下
,

以黄土台源
、

渭

河平原和沙苑平地 3 大类型区为特征
,

建立适宜市场

经济特点和区域特征的特色农业体系
; 以扩大灌溉面

积
,

充分利用光
、

热
、

水
、

肥资源和集约化生产技术
.

增

加农产品生产量 ; 以调 整农业结构
,

突出特色产品生

产
.

增加农民收人
;
以 生物链加环为途径

,

提高有机物

质的综合利用率
,

减少资源浪费 ; 以农产品深加工为

契机
,

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特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内

部收益率 ; 按照因地制宜
,

突出重点
,

合理规划
,

分步

实施的原则
,

最终形成农业资源开发
、

农村经济发展

与农村环境保护于 一体的发展模式
,

全面促进全县农

业与工业
、

农村与城镇
、

人 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

发展
。

在 仁述思想指 导下
.

大荔县生态农业建设遵循

以下几点
。

( 1 ) 根据因地制宜原则
,

选用适 当的开发模式
,

将农业开发和 生态环境改善融为一体
,

实现开发与整

治的优化
。

(2 ) 选用合理的组装技术
,

增加关键环节
,

将优

势资源开发和土壤质量提高联 系为一体
,

实现农业资

源高效利用
、

农业生 产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的协调
。

(3) 通过良种引进和新技术推广
,

加强特色产品

开发
,

并通过拓展特 色农产品深加 工和流通体系建

设
.

实现优势和特色产品的产业化
,

充分发挥农业的

经济效益
。

(4 ) 通过农业环境保护和合理施用化肥
、

农药
,

建立无污染
、

无残留的绿色农产品体系
.

带动农产品

加工体系的发展
.

从 而 全面实现经济
、

社会和生态效

益的综合提高
。

3
.

2 分区生态农业建设模式

根据大荔县生态环境特点
,

将其划分为北部 台源

区
、

中部阶地 区
、

南部沙苑区和东部滩地区
。

按照农业

发展特征和生态农业的理论与方法
,

大荔县不同区域

生态农业模式构想如 下
。

3
.

2
,

1 黄土 台源 以 果业 为主的 果牧模式 黄土 台源

地区源面平坦开阔
.

沟壑深切
,

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

苹

果种植规模较大
。

在此基础上
,

该区生态农业的发展

模式应以果园为主体
,

发展林下种草
,

源边
、

沟坡发展

杂果及草地
,

作为以猪
、

羊等主要畜牧业发展的饲料

支撑 ; 以沼气照明
、

做饭
,

节约资源与能源
,

沼液
、

沼渣

肥田
,

增加土壤有机质和肥力水平
。

形成林一草 一牧
一

田的良性循环体系 (图 1 )
。

3
.

2
.

2 渭河阶地种植
、

养殖
、

加工 生态农业模式 渭

河阶地区地势平坦
.

种植业发达
,

是大荔县设施农业

发展的重点地区和加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
。

充分利用

富余粮食的优势
,

以饲料生产促进鸡
、

猪养殖
,

提高粮

食的产出效益
; 以 沼气推广为龙头

,

充分利用畜禽粪

便的富余能量
,

为农户提供做饭
、

照明的能源
.

节省薪

材
、

煤炭和电力等能源 ; 以沼液和沼渣作为肥料
,

减少

化肥施用量
,

改善 七壤性质
,

从而形成土壤肥力一经

济收人 上地投人 的良性循环体系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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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地地

果果园园园
·

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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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猪猪猪猪圈圈圈圈圈圈圈圈蘑蘑菇菇菇菇菇 羊舍舍

沼沼气池池

农农户户

果果汁厂
---

市市场场

3
.

2
.

3 以 红冬和养牛为主 的种养模式 大荔沙苑是

大荔县黄花菜
、

红枣
、

花生等传统特色产业基地
,

也是

秦川牛养殖基地
。

大枣和特色作物套种
,

既能改善沙

苑区生态环境
,

又能通过特色产业的生产增加经济收

人
,

充分利用花生等豆科作物
、

粮食作物秸秆及饲草

作物较为丰富的特点
,

发展秦川牛养殖
,

又为该区农

林经济的发展注人了更大的活力
。

进一步借助秸秆拉

丝和青贮氨化技术
,

可 以提高作物秸秆的适口性和饲

草资源量 ;养牛产生的粪便
,

用作生产沼气的原料
,

沼

气为农户提供做饭
、

照明的能源
,

沼液
、

沼渣用作肥

料
,

减少化肥的施用量
。

从而形成基地一大枣十作物

一秸秆一养牛一沼气一肥田的良性生态农业体系
,

以

红枣和养牛为主的种养模式见图 3
。

果口朋

图 l 以果园为主的果牧沼生态农业模式

上上地地

红红枣+ 经作作

拉拉丝丝丝 氨化化

牛牛牛

沼沼气气

农农户户

加加工工

图 3 以红枣和养牛为主的种养模式

秸秆

饲
畴

十里一{
又鸟舍

.

}
今粪便

岭里二二包一}
猪圈

.

}
今粪便

沼气池 .

—
一一分卜

粪便

农户
化肥

、

地膜

农药

加工

由
图 2 种养加生态农业模式

3
.

2
.

4 以 黄河 滩地开发为主 的基塘模式 大荔县东

部黄河滩地面积宽广
,

水资源丰富
,

土壤疏松
、

肥沃
,

但地下水位高
,

土壤盐碱化有一定的发展
,

部分低滩

不适宜于作物种植
。

参照基塘模式
,

建立黄河滩地枣
、

粮
、

棉和养鱼为特征的基塘系统
,

既能改造土壤盐碱
,

又能促进农
、

果
、

渔业的发展
。

该模式以滩地填挖为基

础
,

形成台 田
、

渔池 土地利用格局
,

降低 台田地下水

位
,

减少毛管作用造成的地表积盐
,

同时通过灌溉压

盐
,

降低土壤含盐量
; 然后在台田种植大枣等乔木

,

营

造台地小环境
; 林下套种粮食

、

棉花等作物
,

提高土地

利用率 ; 通过鸡猪养殖
,

提高经济效益
,

并为渔类提供

猪粪食源 ; 定期清塘肥田
,

提高地力
。

形成林护粮棉
、

粮养鸡猪
、

鸡猪养鱼
、

塘泥养田的良性循环体系
,

黄河

滩地基塘模式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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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河滩地基塘模式

4 生态农业建设的主要任务

根据上述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分区 建设

模式
,

大荔县生态农业建设 的主要任务包括
:

沃土肥

田工程
、

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工程
、

农村能源与资源利

用工程 3 大类
。

4
.

1 沃土肥田工程

在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 L
,

提高土壤肥力和 土地

质量
.

对于农业的生态化建设及产出率提高有显著意

义
。

根据大荔县农 业生态环境实际情况及存在问题
,

沃土肥 田工程包括
:

灌排工程
、

台 田建设 工程和秸秆

还 田工程
。

4
.

1
.

1 灌排工程 大荔县水浇地 比重虽然较大
,

但

北部源区和南部沙区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

根据农业

产业的发展需求
.

进 一步扩大北部源区高干渠和洛惠

灌渠覆盖面
、

完善南部沙苑区灌渠体系和盐池洼地的

排灌 系统
,

是消除缺水限制和水渍威胁
,

促进生态农

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

4
.

1
.

2 台 田 建设工 程 黄渭 滩地尤其是黄河滩地

中
.

盐碱地和沼泽分别占 月
.

8 % 和 1 4
.

9 %
。

为了充分

利用黄河滩地的荒地资源
,

发展滩 区农村经济
.

按照

台田生态模式
,

挖塘筑台
,

降低台地地下水位
,

通过灌

溉压碱排碱
,

降低台地 七壤含盐量
,

通过作物种植 和

池塘养鱼
,

增加农民经济收人
。

4
.

1
.

3 秸秆还 田 工程 近 2 0 : 、

来
,

种植业 中的化肥

施用量越来越 多
.

2{) ()() 年
.

全 县化肥施用量 已 达到

2 02 3
.

5 k g /h m 业
,

其结 果造 成土壤有机 质含量减少
.

上壤物理性质变差
,

作物产量和质量受到 一 定影响
。

通过增大秸秆过腹还 田
、

就地还田
,

保障土壤肥力
,

是

种植业得以持续发展的保障
。

通过上述工程措施的实

施
,

消除农业生产 的水分限制和盐碱危害
,

提高土壤

肥力
,

为农业生产奠定基础
。

4
.

2 产业基地建设工程

经过 Z O a 年的发展
,

大荔县在传统粮棉生产的

基础上
,

初步形成 了粮食
、

棉花
、

红枣
、

苹果
、

西瓜
、

牛
、

猪
、

鸡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 根据生态农业建设的要

求和规模化
、

产业化发展特点
,

产业基地建设工程包

括
:

粮棉油基地建设
_

L程
、

设施农业建设工程
、

果业基

地建设工程和畜牧业基地建设工程
。

4
.

2
.

1 粮棉油基地建设工程 在稳定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的基础上
,

通过灌溉保证率的提高
、

配方施肥的

完善
、

有机肥数量的增加
、

优质高产品种的推广和农

田管理措施的完 善
.

提 高商品粮
、

优质棉和商品油基

地粮棉油 产量和 商品率

4
.

2
.

2 设施农业建设工程 以 日光温室和春暖棚并

重
,

发展温室反季种植
。

在产品结构上
,

首先以普通消

费为主要对象
,

突出建设大路菜生产 ; 其次
,

以特色消

费为对象
,

重点建设西瓜
、

冬瓜
、

哈蜜瓜等瓜类基地
;

最后
,

以消费结构提升为目标
.

加大葡萄
、

油桃
、

李
、

杏

等设施果类基地 在产业布局上
,

以 108 国道和大火
、

大华路为主线
,

形成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十字型设施

农 业走廊
.

并进一 步带动汉花 (路 )
、

两朝 (路 )
、

许步

(路 )
、

石沙 (路 )等短线设施农业建设
。

斗
.

2
.

3 果业基地建设工程 进一步适应市场
,

突出

特色
,

提高效益
.

稳定面积
,

抓早攻优
,

多元发展
,

促加

扩销
,

成为果业发展的思路
。

按照市场导向
、

因地适种

原则和生产
、

加 〔
、

销售一体化模式
,

推行公司 十 基

地 + 农户的经营方式
,

全方位提高果业的产业化水

平和效益
。

在布局 上
,

源面突出苹果
,

源坡突出杂果
,

沙苑体现红枣
,

平原 及滩区以渠坝为主线重点发展鲜

枣
。

在水果发展
_

L
.

集中发展早中熟苹果和优质杂果
,

适当增加梨的 面积 ; 在红枣发展上
,

突出沙苑和源坡

于枣以 及 平原和滩地的鲜枣与蜜枣生产
,

适当扩大灌

区密植园面积
.

探索多样化间作模式
。

4
.

2
.

4 养殖 基地建设工程 以秸秆氨化
、

青贮
、

拉丝

和种草为支撑
,

以秦川牛为龙头
,

带动猪
、

鸡
、

羊全面

发展
。

在空间布局 上
,

以沙苑区为主体
,

按照
“

小规模
、

大群体
”

和专业化养殖两种模式发展秦川牛养殖
; 以

洛灌区和北部源区 为主体
,

加快瘦肉型猪和笼养鸡的

规模 养殖 ; 以黄河
、

渭河
、

洛河三河滩地和源坡 为主

体
,

结合退耕还林还草
、

种草
.

重点发展布尔山羊和小

尾寒羊等舍饲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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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5 农产品加 工工 业基地建设工程 第二产业落

后是大荔县产业结构的主要特点
。

在现有企业中
,

虽

然食品加工业在轻工业中比重较大 (4 7
.

8 % )
,

但与发

达的农业和多样化的农产品相 比相距甚远
。

因此
,

依

托农产品资源优势
,

加快食品业 向系列化
、

多元化
、

集

团化和规模化发展
,

是农产品进一步增值和提高效益

的重要途径
,

也是通过生态链加长
,

提高产出效益
,

将

生态农业推向实用的重要举措
。

围绕粮油
、

果蔬和畜

禽生产
,

重点开发
“

绿色
、

营养
、

保健食品
,

方便
、

快餐
、

调味品以及各种果菜汁营养饮料
”

是食品工业的发展

方向
。

通过上述粮棉油
、

设施农业
、

养殖 及加工基地建

设
,

更进一步将农业 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与优势农产

品开发及其加工连为一体
,

增加农产品的产出量和产

值水平
,

将优质高产和高效结合起来
。

4
.

3 农村能源与资源利用工程

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
,

种养业生产的副产

品
-

一 桔秆
、

枝条
、

粪便大幅度增长
。

按照生态学原

理
,

通过物质和能量利用方式的转化
,

取得更大的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具体内容包括
:

沼气建设工程
、

秸

秆气化工程
、

秸秆氨化青贮与拉丝工程和果枝养菇工

程等
。

4
.

3
,

1 沼 气建设工程 沼气作为生态农业的关键环

节
,

在能量的充分利用
、

农村环境改善
、

提高土壤肥力

和防治病虫害等方 面有着巨 大的作用
.

在联结种植

业
、

养殖业
,

加工业和农村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

首先

围绕前述生态农业模式的建立
,

大力建设户用沼气

池
,

形成沼气建设示范辐射源
; 进而通过户使用沼气

池 的推广
,

全面建设各类生态模式

4
.

3
.

2 秸秆氛化
、

青贮及拉丝 工程 为了促进养殖

业的发展
,

以作物秸秆为原料
,

重点发展秸秆氨化
、

青

贮及拉丝工程
,

提高秸秆的适 口 性
、

消化程度及营养

物质的释放水平
,

促进养殖业发展
。

4. 3. 3 秸秆气化工程 秸秆气化是农村能源高效利

用的新模式
,

是现代农村文明和环境卫生改善的重要

举措
,

也是小康示范村的特征标志
。

与前述生态建设

相对应
,

选择规划整齐
、

经济富裕的村庄
,

推行桔秆气

化工程
,

提高现代农村的文明形象
。

4
.

3
.

4 果枝养菇 工程 随着苹果面积的扩大
,

每年

会有大量果枝产生
。

以果枝为培养基发展袋料养菇
,

可充分利用其所含营养物质
。

同时以分解的袋料作为

优 良有机肥
,

可增加土壤的长效肥力
。

通过农村能源

与资源利用
,

连接种植与生活
、

种植与养殖
、

种植与培

植等关系
,

减少能量浪费
,

从 而形成农业生产各环节

的有机连接
,

充分发挥已形成有机物的潜能
。

总之
,

沃土肥田工程是农业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基

础
,

农业产业基地开发工程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
,

而

农村能源与资源利用工程则是农业产业生态化的关

键
。

将上述 3 类工程有机结合起来
,

并按照各环节自

身的生态特点和相互承接的数量关系
,

进行生态农业

设计
,

并在实践中认真予 以实施
,

才能取得整个县域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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