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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我国国情出发, 中低产田改良利用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粮食基本需求的必由之路。针对商洛

山区耕地资源状况 ,分析研究了该区主要中低产田分布情况及土壤特性。提出了各类中低产田的改良利

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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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ceeding f rom national condit ions of China, it is an only w ay to ensure the basic demand of social eco-

nom ic development and grain product ion that the middle-and- low-y ielding fields are improved and utilized. The au-

thores analysed and researched the distribut ion situat ion and soil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m iddle-and- low-yielding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mountain area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state. Then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and use all kinds

of middle-and- low-y ielding f ield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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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耕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制约我国

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多地少,

人均耕地更少, 耕地总体质量差,生产力水平低,且退

化严重,现有耕地相对不足, 后备资源贫乏是我国的

基本国情[ 1]。2003 年我国耕地面积为 1. 26 @ 108

hm
2
,人均 0. 097 hm

2
, 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 0. 25

hm
2
的 39% ; 我国粮食产量高的 7 500~ 22 500 kg/

hm
2
,低的只有 3 000~ 5 000 kg/ hm

2[ 2]
。全国耕地单

产水平按统计计算为 3 495 kg / hm2, 比发达国家相差

1 500~ 3 000 kg/ hm2。其根源是我国中低产田所占

比例大;据国土资源部权威预测, 将全国所有耕地后

备资源全部开发为耕地, 人均耕地增加不足 0. 007

hm
2
,且开垦成本高,开发出的耕地质量偏低

[ 3]
; 目前

全国每年粮食需求约 4. 5 @ 10
8
t , 但粮食生产一直徘

徊在 4. 5 @ 10
8
t 左右,与需求相差 0. 7 @ 10

8
t。从上

述分析可见,为了解决我国人地间的尖锐矛盾, 从根

本上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供基本的粮食保障,主要应走中低产田改良利用之

路。因此, 结合各地实际, 探讨分析中低产田成因, 并

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良利用措施,是值得重视的一项重

大课题。

2  商洛耕地资源概况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 界于东经 108b34c)

111b01c, 北纬 33b02c) 34b24c之间, 土地总面积为

19 586. 4 km2,人口 2. 42 @ 106,是一个大山连绵沟壑

纵横以中低为主的土石山区。商洛是一个相对贫瘠

的地区,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条件比较恶劣。目前全

市耕地面积 228 259. 3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1. 7% ,

人均耕地 0. 094 hm2, 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近年来

由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2. 0

@ 105 hm2 左右,年粮食总产在 6. 0 @ 105 t左右徘徊,

单产 3 000 kg/ hm
2
左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目前

区内年粮食需求量 9. 68 @ 10
5
t, 缺口部分依赖调入;



商洛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全市未利用土地面积

116 362. 9 hm2,占总土地面积的 5. 9%。这些未利用

地以荒草地为主, 占 76. 3% , 此类土地多为零星分

布,而集中连片的荒草地一般分布在远离村庄, 交通

不便的荒野地带,土层薄,砾石多,坡度大,造林种草

都很困难,可开垦为耕地者极为有限。其余的裸岩石

砾地、田坎、沼泽地、沙地等未利用地, 开垦为耕地都

有一定难度; 商洛现有耕地类型所占耕地面积比例

为:灌溉水田占 1. 2%, 望天田占 0. 005% ,水浇地占

3. 2% ,旱地占 95. 5% , 菜地占 0. 095% ,耕地坡度分

级面积比例为: < 2b的占 6. 5% , 2b~ 6b的占 9. 3%, 6b
~ 15b的占 12. 9%, 15b~ 25b的占 25. 6% , > 25b的占

45. 4%。由此可见商洛耕地呈现/三多三少0的状况,

即山坡地多平地少, 旱地多水地少, 一般耕地多基本

农田少。

3  商洛主要中低产田改良利用

商洛中低产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

是该市农业生产的/拉腿田0, 其主要土壤类型有淋溶

褐土、黄褐土、下湿地和潜育化土壤、砂质土及各种山

地始成土。改良中低产田土壤,培肥地力,不断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 始终是商洛山区群众不懈努力的一项

长期任务,并且在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改土、用

土经验[ 4]。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中低产

田土壤的不同特点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改良利用的

方法途径和措施,对指导商洛的种植业生产具有一定

的实际意义。

3. 1  淋溶褐土的改良利用

淋溶褐土是商洛重要的农业土壤之一,全市计有

37 047 hm2,它发育于黄土母质,分布于商州至丹凤铁

峪铺一线的川塬地及洛南县洛河以北的川台地。淋

溶褐土具有深厚的土层, 所处地形较平坦,代换量较

高,有良好的肥、水保持能力, 有机质及全氮, 全磷,全

钾含量中等,有一定的潜在肥沃度。其缺点是土质黏

重,耕性较差,宜耕期短, 耕作质量差, 作物顶土不易

出苗;有机质的矿化速率低,有效养分释放慢,供肥能

力弱,在生产上表现为/发老苗不发小苗0,多属于中

产田。

淋溶褐土的改良措施主要是: ( 1) 平整深耕。通

过逐年逐块深翻平整,利于加厚熟土层,接蓄降水、防

止水土流失; ( 2) 增施有机肥。在深翻改土的同时,

结合增施有机肥料, 达到土肥相融, 改良土壤结构;

( 3) 增加有效灌溉面积, 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进

而提升土地生产能力; ( 4) 施肥要氮磷配合,以磷促

氮,要加强中耕措施,促进养分转化。

3. 2  黄褐土的改良利用

黄褐土亦是商洛的重要农业土壤之一,全市面积

有 58 940 hm2。其分别是:下蜀黄土母质发育而成的

下蜀黄土质黄褐土, 分布于商南、山阳、镇安、柞水及

丹凤县南部的沿河高阶地上;成土母质主要为马兰期

黄土和离石期黄土的黄土质黄褐土,分布于洛南县四

十里梁塬。

黄褐土所处地形较低平缓, 土层深厚,阳离子代

换量较高,具有较强的吸收性能, 保肥性能好。其缺

点是土质粘重,土壤结构差, 口紧耕性差, 宜耕期短,

耕后易起/坷垃0;有机质含量低, 通透性能差, 不耐

旱,不耐涝, /下雨稀泥黄汤,干旱裂口开张 0,雨季易

发生地表径流,水土流失严重; 由于结构紧实, 通气孔

隙过少, 致使土壤微生物活动不旺盛,土壤中迟效养

分转化慢, 供肥能力较弱, 多属于中产田。

黄褐土的改良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兴修

水平梯田, 改坡地为平地, 变/ 三跑田0为/三保田0;

( 2) 客土掺沙,掺炉灰, 改良土壤质地。由于黄褐土

土质黏重,通透性差,按比例掺一部分河滩淤沙或炉

灰(三沙七泥或四沙六泥)就可以调剂土质,改变黏土

的理化性状。特别是炉灰, 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 掺

施除可改变土壤黏性外, 还能补充土壤磷素养分;

( 3) 深翻改土, 促进土壤熟化, 加厚活土层, 增强土壤

蓄水保墒能力, 利于防止水土流失; ( 4) 增施有机

肥,增加土壤有机质。有机质不仅能增加土壤养分,

而且可以使黏重的黄褐土变得较为松散。商洛市有

机肥来源广,潜力大,无论是积土杂肥, 种植绿肥, 割

青沤肥还是发展沼气肥都大有潜力可挖; ( 5) 兴修

水利设施, 扩大灌溉面积, 有条件的可进行水旱轮作,

以加速土壤熟化,提高作物产量; ( 6) 推行水土保持

耕作法,减少水土流失。

3. 3  下湿地和潜育化土壤的改良利用
属于这类土壤类型有:潮泥土、湿泥砂土、青泥田

和烂泥田, 面积为 9 360 hm2,主要分布在大小河流两

岸及沟槽地势低洼、地下水埋藏浅(一般 50~ 100 cm

就有明水出现)的地带。

下湿地和潜育化土壤所处地区基础农业条件好,

是商洛山区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带,这类土壤改良培肥

利用具有特殊意义。其缺点主要是受土壤积水的影

响土性凉土温低, 土壤中还原作用占优势, 不利于有

机质的矿化和养分释放, 土壤速效养分缺乏, 即使施

入速效肥料, 因易于随地下水流失, 而使土壤贫瘠。

( 1) 开沟排水, 降低地下水位。应以小流域为单位,

全面规划, 建立流域性的排水渠道。同时应因地制

宜,把田间工程与农业技术措施相结合。工程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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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排水渠、筑台田、修畦田等等。农业技术措施有深

翻晒垡、施用热性肥料、选用耐涝作物、控水技术等

等; ( 2) 增施热性肥料, 调节土温。这类土壤常年积

水、热量不足、地温偏凉, 冬季土层易冻结,春季地温

回升慢,往往使早春季作物出苗受抑,故应多施羊粪、

陈墙土、坑土、草木灰等热性肥料,借以提高地温, 促

进作物早发。同时应补施磷钾肥, 促使植株茎秆粗

壮,防止倒伏, 籽粒饱满; ( 3) 修建台田,水旱间作,

水旱轮作。对排水不便的下湿地、烂泥田的改造, 可

采用每隔一定距离,修筑台田的方法加以有效利用。

修台田时,旱地要高出地面 60 cm 以上, 变下湿地为

水、旱兼用田。对灌水方便的下湿地, 可实行水旱轮

作,既利于土壤改良, 又发挥了其增产潜力, 趋利避

害,增加收益。

3. 4  砂质土的改良利用

商洛市砂质土类型主要有沙底土、石底淤泥沙土、

中位腰沙土,面积有21 860 hm2,分布在大小河流两岸。

砂质土的改良利用对提高商洛山区川坪地的生

产能力具有特殊意义。其低产的原因主要是土层薄、

砂性大、有夹砂层或土层上有砂卵石,漏水漏肥,发小

苗不发老苗,作物生长后期易脱肥青干而影响产量。

砂质土的改良利用措施主要是: ( 1) 填土加厚

土层。有条件的地方可客土垫地, 加厚土层。也可在

洪水季节引洪漫淤, 使土层逐渐加厚; ( 2) 深翻改

土。对上黏下砂型土壤, 通过深翻使上下层土壤混

合。对夹砂层下有黏土、壤土的,可采用/倒行子0的

办法,挖出下面土,掺埋上面砂; ( 3) 封沟打坝,造林

防洪。山区山洪暴发, 使许多沿河良田变成了砂石

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河流上游及两岸坡地, 要

做好涵养水源工作, 保持水土,防止砂石阻塞河道,冲

堤或砂压农田。下游则要加固河堤, 沿岸营造防护

林,防止洪水翻坝、冲淹农田; ( 4) 科学施肥。提倡

多施有机肥,增强保水保肥能力,施用化肥时采取/少

量多次0的办法,以减少养分淋失。

3. 5  山地始成土的改良利用

山地始成土是商洛山区分布最广的土壤类型,包

括始成褐土、始成黄棕壤、始成棕壤及大多数的紫色

土。这类土壤广布于低山长丘陵及深山地区,发育于

各种基岩风化物上, 其或因成土时间短或因所处地势

高经受剥蚀,剖面发育不完善,层次分化不明显,所以

在土壤的性质方面很大程度保留了母岩的性状。绝

大多数山地始成土为林牧业用地, 但海拔 1 500 m 以

下、坡度较缓的地方仍有一定的农田分布。

山地始成土是商洛改良难度较大的低产田,存在

问题主要是地势高,坡度大,水土流失严重;土少石头

多,松散而层薄, 养分含量低,保蓄性能差; 基础农业

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基本属于/靠天庄稼0。
山地始成土的改良利用措施主要是: ( 1) 退耕

还林还草, 发展多种经营。对超过 25b的陡坡耕地坚

决退耕,种植经济林木或人工培育草场发展畜牧业,

并结合/药业兴市0战略, 选种适生中药材, 发展多种

经营,增加农民收入; ( 2) 实施山地综合治理。坚持

/以土为首,土、水、林综合治理0的方针, 因地制宜, 全

面规划, 大搞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在

陡坡地搞好造林种草的同时,把缓坡地修成梯田, 沟

槽地修成台田、坝地; ( 3) 广开肥源, 种植绿肥。由

于山高坡徒, 群众经济拮据, 山区施肥不便, 用量不

足,长期的掠夺式经营, 导致土壤养分贫乏, 产量不

高。要改变这种状况, 并切实培肥地力, 可充分发挥

山地优势,采用广种绿肥、割青沤肥及秸秆还田的办

法增加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理化性状。在化肥的施

用上, 注意调整氮磷比例, 增施磷肥; ( 4) 掏石垫土,

因土种植。山地始成土的共同特点是土层薄、石头

多,在结合土地平整的同时要拣明石、挖暗石, 有条件

的地方可客土加厚土层,无条件的地方可采用/串堆

子0,起垄等办法, 加厚局部土层。要合理安排作物,

因土种植, 对泥质岩类发育的土层较厚的地方可以粮

食作物为主,对土层较薄的砂质始成土选种土杂粮、

豆类、薯类等作物。

/十分珍惜, 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0是我

国的基本国策,要获得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三者协调统一的综合效益的最终目标,

就应坚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 实行土地开

发、利用、保护和整治相结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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