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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以农田基建为重点的农业

系统工程建设

—
镇安县 中低产 田改造意 见

吴凤升 王 玉钧

(镇安县农 技中心站 农业 伏划办
·

陕西镇安 县)

提 要

作者对镇安 县中低产 田 的改造进行 了调 查研究
,

少洲全析 犷该 县出现 中低产 田 的原 因
。

从

后提 出了加 强以农 田基本建设为重点 的农业 系统工程建设
,

不 断提高土地生产力
,

促进 农业

生产持续稳步发展 的建议
。

关健词
:
农田 基建 农业 系统工程 中低产田 改造 土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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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县地处秦岭中段南坡
,

境内沟深谷狭
,

高差悬殊
,

地形复杂
,

是一个
“
九山 半 水 半 分

田 ” 的土石山区
。

全县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性气候
,

农耕地多分布在河谷川道和丘陵缓坡
,

海拔多在 1 4 00 m 以下
,

气候温和湿润
,

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

按一般农作物气候要 求 生 产潜力

理论值可达到 1 0 00 一 1 5 00 k g 。

然而
,

目前耕地产量只有极少数达到 40 o k g 以上
,

绝 大 多 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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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0 0 k g 以下的中低产田
。

因而
,

治理和改造中低产田
,

提高耕地生产力
,

是当前和今后发 展粮

食生产乃至农村经济的关键
。

一
、

农田概况

镇安县总土地面积 5 2 1
.

6 8万亩
,

耕地 35
。

50 万亩
,

占6
.

8 %
,

农业人均工
.

37 亩
,

其中基本农田

1 7
.

36 万亩
,

占耕地的 48
.

9 %
。

耕地主要分布在不同地貌类型的山坡
,

由于地形部位 不 同
,

加上

人为的改土改田活动的影响
,

形成了不同肥力水平的耕地
。

我们依据当地农田面积和生产力可能

达到的水平
,

划分高中低产田
:
高产 田亩产 4 00 k g 以上

;
中产 田20 0~ 40 ok g ; 低产 田 2 00 k g 以

下
。

高产 田面积1
.

03 万亩
,

占耕地2
.

9 %
,

主要分布在米粮
、

白塔
、

张家
、

铁厂
、

岩 屋
、

结 子
、

永乐
、

云盖寺等乡 (镇 ) 河谷川道地区的部分坪地和老梯田块
,

以潮土
、

冲积型新积土和改造后

的黄泥巴土为主
,

多数一年两熟或套种两熟制
,

灌溉条件较好
。

中产 田面积 1 3
.

0 4万亩
,

占耕 地

36
.

73 %
,

广泛分布于全县各地的基本农田和 30
。

以下坡地
, 以锡铜

、

铁厂
、

张家
、

高峰
、

和平
、

米粮
、

白塔
、

灵龙
、

大坪
、

岩屋
、

茅坪
、

梅花
、

余师
、

老庵等14 个乡为主
。

低产 田面积 2 1
。

4 3 万

亩
,

占60
.

37 %
,

重点分布在全县各地2 5
。

以上坡地
,

土壤多系黄泥 巴土
、

石渣土和洪 积 型 新 积

土
。

一年一熟或套种两熟制
,

生产条件差
、

土薄石多
、

肥力低
、

不易保水
。

篙坪
、

双庙
、

月河
、

相元
、

双河
、

枫坪等44 个乡 (镇 ) 均以低产田为主
。

二
、

中低产 田改造的战略地位

镇安县粮食方面存在的问题
,

实质上是粮食生产量和人均占有量不足的间题
。

人 口过多
,

增

长速度过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以 1 9 8 7年与1 9 4 9年的统计数据相比
,

全县农业人 口达26 万人
,

比

解放初增加了62
.

8 %
,

年递增1
.

29 % ; 粮食总产量邮 90
.

9万k g 增 加 到 6 9 5
.

3 1万 k g ,

年 递 增

2
.

32 % ;
人均产粮增加了 4 6

.

5 %
,

仅为产量增加的1 / 3年递增1
。

01 %
。

1 9 8 7年人均产粮2 6 7
.

4 k g’

5 8个乡 (镇 ) 中
,

低于 2 0 0 k g 的乡占5
.

6 % ; 2 0 0~ 3 0 0 k g 的乡 占 6 7
.

2 % , 3 0 0 ~ 4 0 0 k g 的 乡 占

20
.

7%
; 4 0 ok g 以上的乡仅占3

.

4 %
。

17 个特困乡近 3 年人均 口粮一直徘徊在1 5 0 k g 左右
,

31 个贫困

乡人均 口粮不足1 80 k g ,

全县每年吃返销粮 4 00 万 k g 以上
。

基于 山区的资源潜力和环境条件
,

解决粮食间题
,

只有立足当地条件
,

力争多生产粮食
,

提

高 区域粮食自给率才是根本出路
。

镇安县的耕地面积今后不仅不可能增加
,

而且还因退耕
、

基建及不可预测的灾害性毁地
、

弃

耕等原因
,

将会有所减少
。

全县耕地面积1. 9 4 9年为5 2
.

9 5万亩
,

最 高 (1 9 52 年 ) 达 5 9
.

4 7万 亩
,

只经历了暂短几年的稳定
,

到1 9 5 6年即开始大幅度下降
, 1 9 8 7年仅为 3 5

.

5万亩
。

38 年 来 减 少 了

1 7 . 4 5万亩
,

下降32
.

96 %
,

年均递减 0
。

”%
,

比最高年减少4 0
.

3 %
。

而且现有耕地中有5
。

52 万亩

为 30
。

以上陡坡地
,

必须尽快退耕还林还草
。

不仅如此
,

全县尚有56
.

9 %的 乡 处于中 产 水 平
,

4 1
.

38 %的乡处于低产水平
。

可见要在有限而又痔薄的耕地上养育众多人口
,

只有依靠 增加 粮食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

必须十分注意对耕地 的改造和培肥
,

不断提高土地生产力
,

只有这样才能使

农业生产持续稳步的发展
。

从镇安县中低产田 面积大
、

分布广的情况来看
,

一方面中低产田是障碍粮食作物产量增加的

重要因素 ; 另一方面分析也是继续提高粮食作物单产和总产的潜力所在
。

由于本县劳动力资源丰

富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多
,

虽然文化素质较低
,

但进行中低产田改造还有一定数量的农 业 科 技 人

员
,

而且改造中低产田不必过多的投资
,

所以
,

改造中低产田是镇安县当前和今后发展粮食生产

的战略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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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低产田原因分析

(一 ) 中低产田与耕地类型的关系 全县不 同类型的农耕地均有大量的中低产 田
。

见表

表 l 不同类型耕地 中低产田 比l
K g

产产量水平平 耕 地地 坪 地地 梯 田田 沟台地地 河滩地地 缓坡地地 坡 地地 陡坡地地
(((((% ))) (% ))) (% ))) (% ))) ( % ))) (% ))) (% ))) (% )))

高高 产 田田 2
。

9000 1 5
。

7444 15
。

7 8888888 0
。

5 9999999

其其 中 产 田田 3 6
。

7 333 6 7
。

6555 7 9
。

5 444 一丽丽
一

{{{{
一

54
.

4444 7 8
。

7 777 3 6
.

1 888 2 7
.

9 555

3330 0 ~ 40000 1 0
。

1 000 2 6
。

9999 2 5
。

0 222 1 2
.

4 999 1 2
。

4777 24
。

2 444 36
.

1888 2 7
。

9555
戎戎
书

, 2 00 ~ 30 000 26
。

6333 4 0
。

6 666 5 4
。

5 222 3 8
。

9 111 4 1
。

9777 5 4
。

5 3333333

低低 产 田田 6 0
。

3 7 一一} 16
.

6 111 4
。

6 888 4 8
。

6 000 4 5
。

5 555 2 0
。

6444 6 3
。

8 555 7 2
.

0 555

其其 1 0 0 ~ 2 0000 51
。

6333 16
。

6 111 4
。

6 888 3 7
。

0 222 3 7
。

7 111 1 9
。

0555 3 8
。

3 444 4 8
。

2 555

中中 < 10 000 8
。

74444444 1 1
。

5 888 7
。

8444 1
。

5 999 2 5
。

5111 2 3
。

888

平平均产量量量 3 4 4
。

777 2 84
。

111 1 9 6
。

555 2 3 4
。

888 1 5 3
。

777 1 18
。

333 73
。

777

由表 1 看出
,

坪地和梯田产量最高
,

多为 中产田 ; 河滩地
、

沟台地产量及中低产 田数量均居

中
;
坡地产量低

,

中低产 田面积大
,

并随坡度 的增加产量减低
、

中低产田比重增大
。

(二 ) 中低产田与土壤的关系 全县经过土壤普查基本摸清了土壤类型和分布规律
。

其不同

类型耕地 的土壤情况如下
:

1
。

坪地
:

多潮土和冲积型新积土
,

少量水稻土和洪积型新积土 ,

2
。

河滩地
:
全部为新积土类型

。

3
。

沟台地
:

为洪积型新积土和石渣土 ;

4
.

梯田
:

黄泥 巴土
、

洪积型新积土
、

石渣土居多
,

含少量的冲积型新积土
、

水稻土
。

5
.

缓坡地
:

黄泥巴土为主
,

石渣土次之 ,

6
。

坡地
:

石渣土占80 %左右
,

黄 泥 巴 土 占20 %左右
。

7
。

陡坡地
:

石渣土 占85 %左右
,

黄泥 巴土 占15 %左右
。

根据土壤普查中野外实地 测定和室 内分析结果表明
:

耕地土层浅薄是全县农田低产的一个突

出问题
,

据县区划调查资料全县耕地土层厚度在5 0c m 以上的仅占总耕地的3 1
.

6 4 % ;
30 c m 以 下

的 占2 3
.

17 % ;
而耕层厚度小于 1 5c m 的要占50 % 以上

。

例如石渣土和洪积型新积土
,

土层薄
、

砾

石多
、

漏水漏肥
、

土壤贫痔
,

易受干早威胁
,

土壤速效养分含量极低
,

是全县重点低产土壤
。

黄

泥巴土结构紧实
,

养分含量较低
,

对作物生长不利
,

但土层深厚
,

只要抓住土壤培肥这个关键措

施
,

改造黄泥巴低产田是易收到成效的
。

(三) 中低产田与气候的关系 镇安县宣然区划 以垂直高差分为三区六类
,

其不同的区
、

类

中低产田所占的比重不同
。

见表 2
。

由表 2 看出
,

低热区因热量充足
,

复种指数高
,

地力消耗大
,

高中产田结构比重不如中温区

理想
。

而中温区多为间套复种区
,

耕地用养结合比较好
。

但是三区的低产田 比重都很大
,

主要是

由于坡地面积大
,

特别是 2 5 。以上坡地 面积较大
。

另外旱地面积大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据

1 9 8 7年调查资料
,

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仅存1
.

28 万亩
,

9 6 %的耕地属早地
,

长期处于
“
十年九旱”

的局面
。

(四 ) 中低产田与地域的关系 镇安县按地域分东
,

中
、

西三大片
。

三大片的耕她条件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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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 于有明兄的 牛异
。

见丧 3
。

表 2 不 同气候区中低产 田比孟表

{
‘又 并‘

一

成
_

{一
’“品} ’‘

_

立 寒 ’戒
-

⋯
‘

一

交 2 突
⋯

3 类 ‘ 类

向 厂
二

门l

牙
一

50 0 (人g )

4 0 0一 5 00 (k g )

:

{
、 z介二 川

3 0 0一4 0 0 (k g )

2 0 0一3 0 0 (k g )

低 j介 :

汇1 1

1 0 0一2 0 0 ‘k g ,

< 10 0 (k g )

3
。

万g

坡地 占耕地 (% )

荃本农 田占耕地 (% )

2 5
。

以上坡地 占耕地 (% )

3
.

5 8

3 7
。

8 理

9
‘

5 6

2 8
.

2 8

5 8
。

5 8

5 0
。

1 0

8
.

淫8

6 1
。

4 3

3 8
。

5 7

3 4
。

8 4

乃
‘

2 5

1
.

2 2

4
。

0 3

3 9
。

7 1

1 3
。

4 3

2 6
.

2 8

5 5
。

0 4

3 9
.

5 2

飞5
。

5 2

5 7
。

5 4

4 2
。

4 6

3 9
。

7 2

4
.

5 2

0
.

7 5

3
.

7 7

3 7
。

2 0

1 1
。

66

2 5
。

5 4

5 8
。

2 8

3 8
。

4 9

1 9
。

7 9

6 4
。

0 0

3 6
。

0 0

4 4
。

1 2

1
.

6 7

0
。

0 8

1
。

5 9

3 1
.

3 7

8
.

5 7

2 2
。

8 0

6 6
.

9 6

4 6
.

0 8

2 0
.

8 8

6 8
.

5 4

3 1
.

4 6

4 8
.

7 9

了少
‘

6 1

0
.

0 3

0
.

5 8

2 0
。

7 9

4
。

0 9

1 6
。

7 0

7 8
。

6 0

4 9
。

5 1

2 9
.

0 9

7 2
。

63

2 7
.

3 7

5 5
。

6 1

(少
‘
之〕1

2 2
。

下1

手未
。

业拐

1 9 一崖3

7 6
‘

下吕

5 0
.

f)7

2 6
.

7 1

7 2
。

1 恳

2 7
。

8 5

5 6
;

3 8

比�中

表 3 镇安县三大片中低产 田比重

1 . 1 1

性月

1工n兰no一勺nU
1.月-1
内」

丝:55巡:93

:
Q白.一a

nllILCO八oq自

6654125139

高 产 田

甘 ) 5 0 0 ( k g )

中 4 0 0一5 0 0 ( k g )

中 产 田

其 30 0一 4 0 0 ( k g )
‘

I
J 2 00一3 0 0 ( k g )

低 产 田

甘 1 0 0一 2 0 0 ( k g )

巾 < 1 00 ( k g )

4
.

4 3

0
。

5 9

3 。

8 4

4 4
。

0 5

1 4
.

3 0

2 9
。7 5

5 1
。

5 2

4 5
。

7 7

5
。

7 5

2
.

2 3

0
.

4 1

1
。

8 2

3 1
。

0 8

7
.

3 3

2 3
。

7 5

6 6
。

69

5 6
。

5 2

1 0
。

1 7

坡地占耕地 ( % )

2 5 “

以
_

_

l乙坡 地占耕地 ( %

4 4
。

2 7

3 3
。

9 9

5 8
。

2 8

3 9
。

0 2

四
、

中低产田改造措施

中低产田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必须搞好系统开发
,

从实际出发
,

根据土石山区的特

点
,

以提高耕地生产力为 目标
,

以治坡
、

改土
、

培肥为重点
,

进行综合治理
。

(一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改善生态

、

生产条件 坡地兴修石坎水平梯田
,

拦沟 打 坝 修 台

田
,

可以保土蓄水
,

防止冲刷
,

利于耕作
,

培肥土 壤
,

变
“
三 跑 田 ” 为 “

三保 田 ” ,

是改
‘

变生

态
、

生产条件
,

加强农业系统工程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

实现高产稳产的基础
。

通过20 多

年来的实践
,

其优越性越来越被镇安县人民群众所认识
、

所接受
。

其增产潜力也逐步显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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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 以 农田从建为重 点的农业系统工 程建 没

据镇安县水保部门对 9 乡
、

2时寸5 3个重
l

飘户的 12 2
.

6亩石坎水平梯田 Tll 2 4 3
.

4亩坡耕地产量调查
,

在大早的 1 9 8 6年
,

春雨偏少15 %
,

伏 旱3 1天
,

}洋雨 袱比正常年价减少 2 4 % 的情况 下
,

梯 田 亩 产

2 8 3
.

2 k g ,

坡耕地亩产为 2 5 1
.

通k g ,

梯 f日比坡耕地 亩增产 1 3 2
.

8五g , J种产幅度 3 7
.

1 %
。

但是由 犷多种原因
,

很多梯田产 破仍不高
,

一

是 一 些水平梯川修建质量较差 ; 二是对梯田心

管理工作跟不上去
,

缺乏科学管理
。

据县 }K划办对全县21 个乡
、

决] 个村的65 块石坎水 平 梯 田 调

查
,

总面积 1 1 6 8
.

7亩
,

其中坎根 l m 处活土层厚度小于 2 5 c m 的 ,ll’7 3
.

6 % ;
梯田 外 测土层 厚 度

小于 4 0c m 的占6 6
.

5 % ; 石渣含 墩在 1 5 % 以土的地块占5 9
.

7 %
。

囚此在要求加快修建梯 田 进度的

同时
,

必须强调梯 田的质址问题
,

严格按照 “六条标准
” (修地质 墩很重要

,

田水林路规划好
;

随弯就夸要等高
; 石坎坚固不戴帽

; 坎根活 」
_

2 尺厚 ; 田面水平要达到
;
梯田面积要修大

,

便于

耕作机械化 )
,

确保梯 田质 准
。

尤其对过去修建的梯田加强科学份理
,

_

充分发挥 “老梯田 ” 的映

产潜力
。

并采取引洪淤泥或客土逐渐加厚土 )冬
。

(二 ) 增施有机肥
夕

改良和培肥土壤 有机肥肥效长
、

养分全
,

来源广
。

农田施入有机肥
,

一方面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景
,

为作物提供
一

J
一

各种养分
,

另一方面能加速上壤熟化
,

改 良土体结

构
,

培肥土壤
。

因而增施有机肥是改造中低产田的重要措施
。

本县肥料来源广
,

除充分利用饲草

资源
,

大力发展养畜积肥外
,

应大力提倡割青沤肥
、

种植绿肥
、

实行桔秆还 田
。

但值得注意的是

种植绿肥问题
,

自1 9 6 5年开始试验
,

至 1 9 8 0年全县推广
,

对全县粮食增产及培肥土壤起到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
,

但近年来绿肥种植面积一直处下降趋势
, 1 9 8 7年而积只有70 0亩

,

为1 9 8 0年7 6 00 亩

的 9
.

2 0 %
。

所 以
,

针对绿肥面积下降的趋势
,

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

扭转这一局面
。

应选择适宜

的绿肥品种
,

安排好茬 口
,

把绿肥生产纳入轮作倒茬和间套之中
,

也可利用 荒 山
、

荒 坡
、

二 荒

地
、

沟边路旁
,

大种绿肥
,

力 争在短时间内使绿肥生产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

并应全面推广早作

农业技术
。

(三 ) 合理施用化肥
,

提高耕地生产力 化学肥料具有养分含量高
、

速效
、

施用 方 便 等 优

点
,

合理施用化肥对弥补土壤营养物质不足
,

提高耕地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效果
。

本县一直是以农

家肥为主
,

从 1 9 5 3年开始试用化肥
, 1 9 7 0年以后

,

化肥用量较快增加
, 1 9 8 7年化肥总施用量达到

5 4 8 9 七
,

较1 9 7 0年增加近 5 倍
,

耕地亩施量增加 近 了倍
,

与 此 同 时农耕地亩产增长了83 %
,

约

每 1 k g 化肥增产 6
.

6 k g ,

对提高耕地生产力具 有 一 定 的促进作用
。

根据 1 9 7 G一 1 9 8 7年统计资料

分析
,

通过对数回归计算
,
得 出镇安县化肥施用量和耕地亩产的经验关系式为

:

Y = 6 5
.

0 8 + 5 2
.

sln X (r 二 0
.

7 9 6 7 > r “ · 。 ’ = 0
.

5 9 ,

极显著)

式 中
: Y为农耕地亩产

; X 为农耕地亩施肥量
。

按照边际平衡原理
,

当么Y / A X = 尸X / 尸Y ,

即边际收益等于边 际 成 本 时
,

纯收益最大
。

当

△X

一
。时

,

上式可用微分表示为d y /d x = p x/ p y ,
取 当地粮食单价 0

.

3元/k g ,

化 肥 单 价为

0
.

29 元 / k g ,

代入上列二函数式可得
:

d y / d x 一 d (5 2
.

8 1n x ) / d x 一 5 2
.

s x
攀
入

p x / p y = 0
.

2 9 / 0
.

3 0 = 0
.

9 6 7

则
: x = 5 2

.

5/ 0
.

9 6 7 = 5 4
。

6 (k g ) ; y = 2 7 6
.

3 (k g )

即每亩化肥投入量最适值为 5 4
.

6 k g ,

此时粮食亩产水平可达到2 7 6
.

3 k g
。

根据 区 划调查资

料
,

并以氮素平衡原理估算
,

本县耕地现 有上壤生产力为8 3
.

5 k g (粮食 )
,

各种农家 肥 料若全

部施入土壤
,

亩可增产粮食 3 5
.

8 k g ,

加上种植豆科绿肥作物补充氮素
,

则 粮食亩产可达1 4 1
。

4 k g
。

再加上增施化肥
, 亩增产粮食 3 3

.

6 k g ,

也只能维持粮食亩产1 7 5 k g 的低水平
。

由于耕 地 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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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坡陡
,

运肥困难
,

全县长期以来有一定数量的
“卫生 田

” “
卫生作物

”
存在

,

影响了全县粮

食总产量
。

所 以
,

化肥施用量应不断增加
。

同时为了提高化肥施用效果
,

利于中低产田土壤肥力

的提高
,

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应积极推广氮肥一次深施
、

氮磷配合
、

化肥与有机肥结合使用
,
实

行配方施肥
,
即以地定产

, 以产定肥
,
缺啥补啥

,

缺多少补多少
,

合理搭配
。

(四 ) 实行合理轮作制度
,

促进地力恢复 合理轮作是恢复地力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改造中

低产田的有效措施
。

镇安县作物布局在七十年代 以前不够合理
, 1 9 8。年全县通过区划提出了

“
小

麦下川
、

洋芋上 山
、

杂粮靠边
”
的调整方针和坚持

“三大套
” 的种植原则

,

扩大种植大豆等豆科

养地作物
,
对维持土壤氮素养分和总体养分平衡

,
促进地力恢复

,

起到了积极作用
。

但近年来有

些波动
,

应继续完善
,

合理轮作制度
,

促进中低产田改造
。

(五 ) 政策保证 l
。

认真贯彻执行 《土地法》
、

《森林法》 和 《水土保持法》
,
保护农田

生态环境
, 以法治地

。

2
。

加强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修养

,
教育和引导农民

改变传统农业耕作方法
。

3
。

制定相应的政策
,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
增加对土 地 的 投入

、

4
。

制定乡村中低产 田改造计划
,
把提高农作物产量与改 良

、

培肥土壤作为主攻目标
, 纳入乡

。

村干部岗位责任制考评
,
实行必要的奖罚

。

, r , 厂, 广 , 广气广, r 气厂 , 广 , 广 , r , r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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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_ 八 八 。 ,

丫 O ‘

———
一

一
一 l 一 v . v V 任

厂j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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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二士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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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3 0 + 1 ) X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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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丫
。 = 0

.

0 6 4 > 丫 = 0
.

0 6表明
:

增产经济效益回收利率大于投资费用经济报酬率
,

投 资 方

案合理可行
。

四
、

结 语

通过对朱湾河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及静态
、

动态经济分析
,

表明该小流域

综合治理方案是可行的
。

而且经过 3 年多的综合治理
,

朱湾河小流域已初见成效
。

这样就为进一

步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土资源
、

防治水土流失
,

初步探索了合理可行的途径
。

本文 由安徽省水利厅 农水处潘玉生同志推 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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