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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是防止沙尘暴发生的有效途径

高国雄 ’,

吴发启
‘ ,

闰维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陕西 杨凌 。 宁夏 回族 自治区 固原市原洲 区水保站
,

宁夏 固原 。。

摘 要 分析 了我 国北方荒漠化形势和实施农 田保护性耕作对防止沙尘暴的作用 和 意义
。

根据生态学原理
,

提

出了加强农 田 防护林建设和实施留茬
、

免耕
、

覆盖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措施 以及加强农 田防沙配套技术体系研究

的一些设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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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农田保护性耕作意义与必要性 雷望罢囊霭吸弩烹奖黔弋点裸撇裹
保护性耕作的概念 扩展川

。

特别是进人 世纪 年代以来
,

随着全球

保护性耕作是相对与传统 翻耕 的一种新型耕作 气候转暖和干旱化
,

荒漠化发展越来越强烈
,

土地沙

技术
,

它是用大量秸秆残茬覆盖保护地表
,

将耕作减 漠化 的速度逐年增 加
,

世纪 年代 中期至 年

少到只要能保证种子发芽即可
,

主要用农药来控制杂 代中期土地沙漠化速度为 年代中期

草和害虫的耕作技术
。

这种耕作方式不翻耕
、

不破坏 至 年代中期增加到
之 ,

进人 年代则

上壤
,

有利于保水保肥
,

因此称之为保护性耕作或称 增加到
。

沙尘暴也愈来愈频繁
,

据统计
,

免耕法
,

它 由 项关键技术组成
,

即 免耕播种技术
,

从 一 年我 国西北地 区共计发生大的沙尘暴

使用特殊 的免耕播种机将种子播在有秸秆覆盖 的地 余次
,

其 中 世纪 年代 次
,

年代 次
,

表上 秸秆残茬处理技术
,

对秸秆残茬及地表需要进 年代 次
,

年代 次
,

年代 次
,

而 仅

行粉碎等处理 杂草控制技术
,

靠除草剂或表土作业 年京津地 区 出现沙尘暴及大的浮尘天气 次
。

沙尘

来控制杂草 深松技术
,

在地表覆有秸秆情 况下使用 暴 的频繁出现给沙 区人们生 活和经济发展带来 了严

深松机具进行松土川
。

重 影 响
,

如 年 月 日特大沙尘暴 给新
、

甘
、

实施保护性耕作的意义 宁
、

青
、

陕
、

蒙
、

晋等 省 区造 成严 重损失 年

荒漠化是当今世界十大环境问题之首
,

已成为全 月 日的强 沙尘暴袭击河西走廊地 区 造成 人死

人类共同的灾难
,

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

目前 亡
,

棉花
、

林果
、

。座温棚被

全球荒漠化土地达
,

占地球陆地总 面 损坏
,

造成经济损失 多元 年 月

积 的
,

受 沙漠化威胁 的土 地 约 为
” 日沙尘暴袭击西北 省 区

,

死亡 人
,

受伤 人
,

,

占陆 地 面 积 的
,

受 影 响人 口 占全 世 界 的 失踪 人
,

直接经济损失 火 。”
元沁 几。

造成这
,

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亿美元
,

且仍以 种局 面的原因
,

固然 与能源 的开发
、

工矿交通和城镇

每年
“

一 只 创 的速度不断扩大
。

我 建设等大规模植被破坏和环境污染等有关
,

还与长期

国是世界上荒漠面积较大
,

分布较广
,

荒漠化危害严 以来人们采用传统的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对土地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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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式的开发利用密不可分
。

随着人 口 的增加以及有关

方面管理的不到位
,

西北
、

华北地区土地大量开垦
,

草

原过度放牧和传统耕作方式
,

人为破坏 自然植被
,

形

成 了大量裸露
、

疏松土地
,

使大量农 田退化甚至沙化
,

为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沙尘源
,

一遇大风导致

严重风蚀
,

形成影响社会
、

危害人 民健康的沙尘暴川
。

大量研究表明
,

我国北方现代沙漠化土地 的成因中
,

人为因素 占
,

其 中由于滥垦过牧和不合理灌

溉用水导致土地沙漠化占
,

可见沙尘暴的发生

与土地不合理开发和不合理耕作有密切关系
,

实施农

田和草原沙化治理是沙漠化和沙尘暴 防治的根本之

所在
。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沙漠及沙荒地 的治

理
,

而忽视了农 田和草原 的防沙
,

致使我们在过去几

十年的沙漠治理中
,

投资不少
,

但收效甚微
,

只取得了
“

局部改善
,

整体恶化
”

的结果
。

因此
,

实施保护性耕

作
,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

综合治理沙漠化土地
,

是当前

生态环境建设的客观要求
,

也是加速区域经济综合开

发
,

实现区域生态
、

经济
、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和必要步骤
,

同时也是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和
“

再造

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的光荣任务
。

减少和控制农 田风蚀
,

防御沙尘暴
,

一要靠降低

风速
,

二要靠改善土壤表面状况
,

提高土壤抵御风蚀

能力或限制土壤颗粒运动
。

而留茬免耕
、

秸秆覆盖等

保护性耕作措施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翻耕
、

耙糖
、

整地
,

避免对土壤过度扰动
,

从而有效地减少和控制

风蚀
、

水蚀
,

防止荒漠化和沙尘暴
。

性耕作方法
,

使水土流失减少 写
,

减少风蚀
。

我国在保护性耕作技术
、

免耕播种机具等方面

也作了初步研究
,

如 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丰宁县沙化

土地上进行 了免耕试验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渭北旱

源区进行 了免耕试验
,

均表明实行免耕覆盖等保护性

耕作对蓄水保墒
、

防止风蚀
、

保持水土
、

提高产量等方

面有积极作用
。

然而 目前在干旱与沙漠化地区推广应

用 中尚存在一系列 问题
,

诸如栽培技术不配套
、

杂草

的防治
、

作物品种的选育
、

适宜播种期的选择
、

施肥和

灌溉技术等
,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同时把实施保护

性耕作与退耕还林种草
、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

提高生

态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
,

建立起一套完整实用的保

护性耕作配套技术体系
,

以保证在广大沙区大面积推

广的顺利进行等方面研究急待加强
。

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土地荒漠化对 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 的影响已越

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

荒漠化防治 已成为全

球性环境治理工作
。

国外对农 田防沙的研究
,

已有较

长的历史困
。

早在 世纪 年代
,

美国就开始了保

护性耕作研究
,

由于美 国西部连年遭受
“

黑风暴
”

沙

尘暴 袭击
,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从而推动了各种保

土保水耕作方法 的研究
,

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研究
,

开

发出免耕法
,

并与退耕种草
、

植树造林建立防风屏障

等措施结合
,

有效地遏制了沙尘暴的再度猖撅
。

目前

美 国有 吓的耕地实行了免耕法种植
,

收到了 良好

的生态经济效果
。

加拿大
、

前苏联 自 世纪 年代

以来开展保护性耕作研究
,

在免耕播种机具
、

除草剂

及留茬方式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研究
,

解决了一系列关

键技术
,

使保护性耕作措施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

澳

大利亚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在全国建立了保护性

耕作试验站
,

大力推广秸秆
、

残茬覆盖和免耕等保护

风沙区实施保护性耕作的技术措施

与配套体系构想

研究方向与 目标

以沙化土地保护性耕作与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为

研究方向
,

通过完善和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

实现农

牧民的节本增效
,

缓减农 田风蚀和水土流失
。

以发展

高效生态农业
,

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

形成具

有区域特色的农业持续发展技术体系
。

通过研究
,

要

求形成一套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及配套技术体系
,

建

立保护性耕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建立
、

建成试验示

范基地
,

辐射推广带动周边地 区发展
,

使示范区 内地

表基本不起沙
,

土壤得到改 良
,

从根本上遏制沙漠化

和沙尘暴
,

使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

农 民收入提高
。

保护性耕作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根据生态学原理
,

遵循 自然规律
,

采用多学科联

合研究
,

多项技术综合配套
,

统一设计实验方案
,

实施

简便而有效的治理措施
,

既保护环境
,

使人与 自然和

谐
,

促进沙漠化土地逆转
,

同时增加农民收人
,

实现小

康生活
,

从而使
“

土地要被子
”

与
“

农 民要票子
”

有机结

合
,

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

通过采用区域调查与定位试验相结合
,

单项技术

与综合配套技术措施相结合
,

试验与示范相结合 定

位对 比观测与室 内实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筛选
、

组

装建立完整 的配套技术 体系
,

以指导大面积推广生

产
。

具体实施设想方案如下 进行保护性耕作技术研

究要把农 田防沙与沙漠化土地治理及沙尘暴防治有

机结合起来
,

通过对保护性耕作单项措施的组装集成

及配套技术体系的研究
,

解决退耕还林种草等生态环

境治理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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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研究 内容设想

农 田 防护林 的 更新 与 改造研 究 建 国 以来
,

我 国农业建设取得 了很大发展
,

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

了较为完整的农 田 防护体系
,

收到 了较好 的效果
,

然

而
,

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
。

以榆林沙区为例
,

该区在农 田

周 围 营建 防护林 已 成 习 惯
,

目前该 区 已 建 成 了
“

北

缘
” 、 “

长城
” 、 “

灵榆
”“

环 山 ”
条大型防护林带

,

块

万亩以上的成片林
,

的农 田防护林
。

但 由于

树种单一
,

多以各种杨树为主
,

天牛等病害严重
,

只具

防护功能
,

而经济价值很低
,

不利于农 民增收
。

因此
,

按气候
、

农 田生态和树种生物学特性
,

进行农 田 防护

林的更新改造研究
,

以实现既能减少直接作用于 田面

的风力
,

又能获取一定经济价值的
“

双赢
”
的 目的

。

踏查选点

定位试验研究

效益观测
保护性耕作 保护性栽培 节水灌溉

喷灌滴灌设施引种间作覆盖免耕

防护林建设

组装配套技术体系

示范推广基地建设

辐射推广

匕 参 考 文 献 」

路明
,

我 国沙尘暴发生成因及防御策略巨口中国农业科

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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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

孙保平 荒漠化 防 治工 程 学 口北 京 中国林业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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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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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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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实施方案框图

农 田 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

留茬 免耕技术 由于风沙土结构性差
,

抗蚀

性能低
,

而传统 的耕作方式对土壤多次翻耕耙糖
,

进

一步破坏了土壤结构
,

使土壤松散
,

加剧了土壤风蚀
。

实行 留茬免耕
,

既不破坏土壤结构
,

同时增 大 了地表

粗糙度
,

对降低风蚀
、

保存雨雪有积极作用
。

因此
,

根

据不 同立地条件
,

试验筛选适宜的留茬高度
、

免耕配

套技术 含机具更新
、

除草 防虫
、

水土肥管理
、

增产效

益
、

残茬管理等
,

应是保护性耕作的主要研究 内容
。

地表覆盖技术 我 国北方风沙区最突出的特

点是干旱少雨
,

风大沙多
,

地表植被稀少
。

特别是冬春

季节 地表裸露
,

在强劲的西北风作用下
,

造成严重的

土地风蚀
,

是形成我 国北方沙尘暴的主要 因素之一
。

而春夏季节则因高温干旱
,

蒸发强烈
,

旱灾频繁
,

常常

造成农 作物业 减产
。

因此
,

采用 地表 覆盖 地膜
、

秸

秆 既可避免冬春季节土地强烈风蚀
,

又可 以减少春

夏季节高温蒸发
,

保持水分
,

提高作物产量
。

应就覆盖

方式
、

覆盖时间
、

覆盖材料
、

苗期管理方法等进行进一

步深人研究
,

寻找既经济
,

又高效
、

高产的耕作方法
。

间作套种技术研究 利用 作物物候特征
、

生

物生长 习性等的差异性
,

进行不 同的季节搭配
、

立体

搭配
,

以取得较好的生态经济效益
。

如用多年生牧草

如首信
、

药材 如麻黄
、

冬小麦
、

油菜等与其它春
、

夏作物间作 套种
,

形成不 同季节地表覆盖
,

或 同一

季节立体空 间搭配
,

以保护地表土壤
,

达到既防止风

蚀
,

又提高产值的 目的
。

农 田 保护性栽培技术研 完

良种 引进 试 验 引进 抗 寒 抗 旱 优 质作物 品

种
,

并进行腹膜栽培
。

通过对 比研究
,

筛选 出适宜品

种
,

进行示范推广
。

特别是进行一些能在冬季生长 或

宿存
,

有利于形成地表覆盖
,

保护地表
,

防止风蚀 的

作物引进
,

以 及适合于免耕种植的高产作物的引进
。

设施栽 培技 术 建立 日光温棚
,

发展 反季蔬

菜 和经济作物
,

使退耕与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有机结

合
,

使农 民退耕而不减产
,

经济收人显著增加
。

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退耕还林
,

绿化荒沙
,

改善生态环境
。

节水 灌溉试验 我 国北方沙 区 普遍干旱缺

水
,

是制约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
。

尽管一些沙区地下

水较为丰富
,

但 由于长期 的掠夺式利用
,

地下水位下

降明显
,

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

因此
,

在农 田灌溉

上推行节水灌溉十分必要
。

应加强进行滴灌
、

微喷灌
、

渗灌等节水试验研究
。

农 田 综合 防 沙效益评价 研究保护性耕作对

节本增效
、

增加农 民收人 的作用 和效益
,

以 及实施保

护性耕作对防止风蚀和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的作

用
,

并建立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