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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灌区种植制度的系统发展论

杨春峰

农学系

摘 要 本文用系统发展的观点
,

论述了关中灌区种植制度的历史演变和改革 进程
,

从

早最的谷物单一种植
,

到传统种植制度的形成
,
再到集约种植制的发展

,

经历了一个 从简单

到复杂
,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

了解其来龙去脉
,
掌握其发展规律

,

有助于推动种植制

度沿着健康道路继续向前发展
。

美 . 询 种植制度
,

系统发展论
,

轮作
,
间作套种

,

带型

所谓系统发展论
,

就是用动态发展的观点
,

纵向探讨一个地区种植制度的 历 史 演

变
、

发展过程
、

存在问题和今后去向
,

以便掌握其来龙去脉的发展规律
,

为农业生产进

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

过去
,

应用地区分异规律横向研究种植制度者不少
,

但利用系统发展观纵向加以研

究的为数不多
。

这里
,

想以关中灌区为例
,

作一初步探讨
。

1 基本情况

关中灌区
,

位于东经 10 7
0

0 2`
~ 1 1 0

0

1 7 , ,

北纬 3 3
0

5 1
`
~ 3 4

0

5 7产 , 西起宝鸡
,

东至渔

关
,

东西长 3 6 0 k m
,

西窄东宽
,

素称关中盆地
、

八百里秦川
;
是我国农业生产 重 要 的

发祥地之一
,

也是陕西省首位灌溉农业区和农业经济区
。

本区新老灌区 耕 地 面积 12 47
.

85 万亩
,

其中 水 浇 地 9 6 6
.

7 4万 亩
,

占 本 区 耕 地

7 7
.

5%
。

农业人口 7 12
.

77 万人
,

人均耕地 1
.

75 亩
,

水浇地 1
.

35 亩
。

本区年平均气温 1 1
.

5 ~ 14
o

C ; 常年 无 霜 期 1 9 0~ 2 2 o d ;
大 于 o

O

C的 积 温 4 5 5 5~

4 s s 5
O

C ,大 于等于 2 0
“

C的积温 3 6 0 0~ 4 5 0 0
O

C ;年光能总辐射量 4
.

7 5 6 义 1 0 6

~ 4
.

9 5 3 x l o “

kJ 加
’ ;年降雨量 5 00 ~ 70 0 m m

,

50 % 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自然土壤为褐色土类
,

农业土壤是在褐色土上长期耕种形成的楼土
。

种植业生产以粮
、

棉
、

油为主
,

粮食以小麦
、

玉米为主
。

小麦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的 55 %
,

玉米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3 1
.

5%
,

棉花主要集中在省东的大荔
、

渭南
、

临渔

等灌区
,

占当地农耕地的 25 % ~ 30 %
。

油菜主要集中在省西 的扶风
、

岐山
、

凤翔
、

宝鸡
、

武功
、

眉县等地
,

占当地农耕地的7% ~ 10 %
。

水利化促进了种植制度的改革
,

使旱作农业变为灌溉农业
。

但 由于水利化 迟 早 不

同
,

种植制度改革的深度不一
,

老溉区建国后多已成为渠井双保险的典型灌溉农业
,

种

植制度以一年二熟为主
,

复种指数已达 1 80 %
,

粮田复种绝大部分 已达一年二熟的 满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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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状态
; 新灌区多于 60 年代以后才陆续变为水浇地

,

复种指数 16 0%
,

两年三熟或 一年

两熟
,

种植制度具有明显的旱水过渡性质
。

当前灌区一年两熟的小麦
一玉米复种亩产量一般达 50 0 ~ 6 0 0 k g水平

,

有待 于
.

进一步

挖掘生产潜力
,

跨上新台阶
。

2 历史演变

关中农业历史悠久
。

考古学家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来的大量谷壳
,

证

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
,

关中地区就开创了原始农业
。

有了农业
,

就有种植制度
。

在历史长河中
,

由于社会需要和生产条件改善进展很慢
,

种植制度的演变也是极其

缓慢的
,

从原始形式到传统制度 的基本形成
,

长达数千年之久
。

而且只有演变到一定的

历史时期
,

当作物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
,

改革才进入转折时机
。

2
.

1 单一的谷物种植

历史资料表明
,

西周和西周以前
,

关中种植 的农作物主要是黍稠谷
。

当时盛行撩荒

耕作制
,

荒地开垦之后常常是先种黍翟
,

后种谷子
,

开始了单一的谷物种植制
:
黍翟 ,

谷子
。

这是作物轮作的伊始
,

也是最初级的种植制度
。

黍樱谷都是耐性很强的作物
,

最适

于原始的粗放种植
,

以致成为当时种植 的主导形式
。

2
.

2 豆谷轮作的出现

西周已有大豆种植
,

但面积很小 ,
到了春秋战国

,

大豆一跃而成重要作物
。 “

率人

五亩
” ,

出现款粟并提
,

黍棱居次的局面
。

作物轮作除保留上述形式外
,

豆科 作 物 加

入
,

出现了豆谷轮作
:

大豆、 黍翟 , 谷子
,

或大豆 , 谷子~ 黍樱
。

在这以前
,

豆谷各自独立种植也有可能
。

但人们经过实践认识到
,

豆谷相互轮换种

植要比它们各自单独种植好
。

于是便从经验中确立了豆谷轮作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

这

样
,

作物轮作便从 自发阶段过渡到有意识的人为阶段
,

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进步
。

2
.

3 双轨制的形成

汉代
,

关中的作物种类进一步发生变化
,

粟麦上升到主导地位
。

汉武帝接纳承相董

仲舒建议
,

曾数次下诏令在关中广种宿麦 (冬小麦 )
; 祀胜之任议郎时也

“
督 三 辅 种

麦 ” 。

与此同时
,

西汉又从西域之地 引进豌豆
、

首着种植
。

出现了作物种植上 的 双 轨

制 (图 1)
:

一是春种秋收 的秋作轮作体
,

如上述沿袭下来 的大 豆 ~ 谷子 , 黍翟
, 另 一

是秋播夏收的冬作轮作体
,

如当时已经产生的豌豆 , 冬小麦
。

它们都是一年一熟
,

并行

不悖
。

此外
,

两者结合的情况业已诞生
, “

言艾
、

x J其麦
,

以其下种禾豆也
” ,

就是麦

后接着种谷种豆
。

有了复种
,

产生了二年三熟或三年四熟结合型的复式轮作体
:
豌豆、

小麦一谷子
,

或小麦一大豆 ` 谷子 , 黎棱
。

汉代有
“ 豆有膏

” 之说
。

膏者
,

肥也
,

言豆科作物有肥地作用
。

并要求
“
大豆

、

小

豆不可尽治
” ,

以免
“ 伤膏

” 。

就是不要深锄
、

多锄
,

以免损伤
“
根瘤

” 。

这一时期
,

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根瘤菌 的固氮作用
,

但对其肥田现象已有了初步认识
。

这在原有经

验基础上
,

似乎又开始从理论上肯定豆谷轮作的意义
。

2
.

4 复种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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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

随着
“
京徽地狭

,

人口殷繁” 局面的出现
,

复式轮作进一步发展
。

唐政府鼓

励复种
, “

其回种秋苗者
,

而不在收税限
” ,

大历五年 (公元 7 70 年 ) 京政府夏 税征收

超过秋税
。

表 明以小麦为中心 的复种轮作已在关中普及
,

小麦一谷子 , 大豆
,

或豌豆 ,

小麦一大豆 , 谷子等轮作形式得以进一步发展
。

2
.

5 分异轮作的盆签

明清时代
,

棉花
、

玉米等新兴作物已普遍种植
。

棉花生产主要在省东 的 华 州
、

径

阳
、

渭南
、

临渔
、

三原等县
。

玉米开始种于南部浅山
,

多春播
,

乾隆至道光年间进入渭

河平原的华阴
、

周至
、

户县
、

蓝田
、

扶风
、

眉县
、

岐山
、

宝鸡等地
,

逐渐演变为夏种
,

成为夏玉米
。

这一时期
,

随着人均耕地多少
,

水肥条件的不同
,

种植制度向区域化发展趋势 日益

明显
。

喜水的玉米
、

棉花逐步向灌区集中
,

耐旱的谷糜
、

高粱向早原转移
.

分异的轮作

体系开始产生
,

水地轮作体制遂从水早不分的混合型中分化出来
。

当时灌区轮作的代表

形式为
:
豌豆` 小麦` 小麦一玉米

,

或豌豆 ` 小麦` 小麦一玉米` 棉花
。

这些形式
,

由于渊源于旱地
,

还保持以豌豆养地
,

夏闲种小麦的特点
,

但玉米
、

棉

花已替代了谷糜
,

为过渡到水地轮作型奠定了根基
。

西周时期
谷谷物单一种植植

黍黍极` 谷子子

春秋战国
大豆 , 谷子` 黍授

汉 代

豌豆今小麦 大豆 , 谷子 , 蔡被

复 式 轮 作

豌豆今小麦一谷糜

上
分 异 轮 作

跳豆今刁、麦一谷子 豌豆申刁
、
麦十小麦一玉米

图 1 陕西关中种植制度历史演变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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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国后的改革

建国以后
,

人口逐年增长
,

平均年增长 14 %
,

每年增加 2 7万人
,

而耕地面积却逐年

减少
,

平均每年减少 1 3
.

6万亩
,

累计减少了5 26 万亩
。

生产条件
,

特别是水肥条件 显 著

改善
,

水浇地面积由原来 的2 00 多万扩大到 9 6 6
.

7万亩
,

化肥施用量从无到 有
、

从 亩 施
0

.

5 k g到近年的 50 k g左右
。

这就有必要
、

也有条件加快种植制度改革步伐
,

使传统种植

制度逐步向集约种植制转化
。

历史上长期传递下来 的传统种植制
,

是以单作种植
、

豆谷轮作
、

生物养 田
、

施有机

肥
、

复种指数低
、

土地利用率不高
、

生产水平低下为主要特征
,

这显然不适应建国以来

社会需要猛增和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
,

加快改革是必然 的
。

但改革必须与生产力发展同步

进行
,

落后或冒进于生产力发展
,

都会给农业带来损失
。

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向集约化种植发展
,

不断扩大集约范围
,

提高集约程度
。

一方面

逐步实现种植集约化
,

能提高复种程度的
,

尽可能提高复种指数
,

适于发展 间 作 套 种

的
,

尽可能扩大间作套种面积
。

建国以来
,

关中灌区粮田先走的是两茬复种 的道路
,

后

来两熟满负荷
,

出现了
“ 恶性循环

“
问题

,

才转向走两茬套种的道路
。

另一方面
,

在种

植 集 约 化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单产
,

有计划地实现栽培集约化
,

改善水肥条件
,

扩大投

入
。

.S 节 “
,

e0 年代
,

提商旋种
、

扩大高产作物
、

传统种桩制 日趋解体
5 0年代前期

,

进行土地改革
,

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

在改变生产关系 的同时
,

注意提

高生产力
,

提 倡 精 耕细作
,

农业生产很快恢复
。

但当时人 口不多
,

人均耕地相对较多

( 3 亩上下 )
,

水浇地少
,

几乎不施化肥
,

还保留着传统种植制的某些特色
:
有一定的

豌豆面积和歇茬小麦
。

轮作代表形式为
:

豌豆 , 小麦 , 小麦一玉米 ; 油菜 , 小麦 , 小麦

一玉米 ; 豌豆 , 小麦 , 小麦一玉米 , 棉花 (1 ~ 2年 )
。

50 年代后期
,

开始推行
“
五改

”
措施

,

其中一改
,

就是
“
改一年一熟为二年三熟和

一年二熟” ,

主要是提高复种指数
,

扩大秋田 (玉米 ) 面积
。 1 9 5 6年关中扩大秋田面积

23 6万亩
,

主要是在灌区扩大玉米
, 1 9 5 8年

“ 大跃进 ” ,

甚至提出灌区复种面积要 占到

麦田面积的 70 % ~ 10 0%
。

这样以来
,

上述轮作方式变成
:

豌豆 , 小麦一玉 米 , 小 麦一

玉米
;
油菜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 豌豆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 棉花 (l ~ 2

年 )
。

这对当年粮食增产起了积极作用
,

粮食增产 1 1
.

5%
。

但复种增加过快的地区
,

有的

水肥条件赶不上
,

结果多种并没有多收 , 有的劳力不足
,

活路调不开
,

播种推迟
,

或发

生苗荒
,
有的是群众思想不通

,

伯秋田种多了
,

影响第二年麦子
,

以致个别地方发生翻

青苗现象
。

6 0年代
,

灌溉面积增加
,

水利设施进一步完善
,

化肥用量增多
,

给种植制度改革提

供了有利条件
,

把扩大高产作物提到了重要议事 日程
,

再次扩大玉米面积
。

于是产量低

而不稳的豌豆和 白菜型油菜
,

在轮作中的地位受到冲击
,

或被排除
,

或以豌豆麦 (豌豆

小麦混作 ) 代替
,

轮作体制又发生了变化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老灌区 ) ; 豌豆

麦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新老灌 区 )
;
小 麦一 玉 米 / 豆 子 , 小 麦一玉 米 , 棉



1 2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8 卷

( 1~ 2年 ) (棉区 )
。

这一变化
,

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但有些地区
,

特别是新灌区
,

复种指数增

加过快
,

过多压缩养地作物
,

程度不同地出现
“
茬 口打乱

”
现象

。

针对这一问题
,

60 年

代中后期
,

进行了作物布局与轮作体制的调整
,

扩大了一定面积的豌豆麦
,

推广麦田套

种草木挥夏季绿肥和棉田套种毛首子冬季绿肥
,

从而又出现以下轮作在不同条件下的应

用
:

豌豆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新老灌区 )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老灌区 )

.

,

小麦 + 草木择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新灌区 )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 毛苔

子 , 棉 l( ~ 2年 ) (新老灌区 )
。

灌区豌豆麦的种植
,

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初
,

而后为单作小麦代替
。

3
.

2 了O年代
,

大摘粮粮间套
,

有得有失

进入 70 年代
,

人口猛增
,

人均耕地继续减少 ( 2 亩上下 )
,

化肥用量大大增加
,

灌

溉设施进一步完善和发挥作用
,

推动种植制度继续迅速向前发展
。

许多地区
,

特别是老

灌区和人多地少的新灌区
,

出现了两茬复种的熟制满负荷状态
。

主 要 成 了
:

小麦一玉

米~ 小麦一玉米 (粮 食 产 区 ) ;
小麦一玉米 , 小麦一玉米 、 棉 (1 ~ 2年 ) (粮 棉 产

区 )
。

由此带来的问题
: 一是夏赶秋

、

秋赶夏
,

迟种迟收
,

恶性循环
。

关中灌区虽属一年

二熟地区
,

但热量资源难以充分保证
。

小麦一玉米两熟需大 于 等 于 。
“

C的 积温 4 6 0 0 ~

4 8 0 0
o

C
,

需大于等于 1 0
O

C的积 温 4 0 0 0~ 4 2 0 0 0

C
,

而 实 际 上 前 者为 4 5 8 8~ 4 8 8 5
。

口
s

后 者 为 3 6 0 0 ~ 4 s 0 00 C
,

加上一定的农耗需要和保证率
,

更显得不足
,

特别是省西各县

一年两熟更是勉强
.

以致形成小麦收后急于种玉米
,

玉米收后又急于种小麦
,

耕作粗放
,

白

籽下种
,

紧赶抢时
,

也只能是一部分种在适播期
,

一部分因迟种
,

三类苗增多
,

生产被动
,

遇

到阴雨天气尤其如此
。

建国后
,

由于地力水平提高
,

氮素化肥增多
,

高产品种推广
,

这一
“ 恶性循环

” ,

不但未曾收敛
,

反而越演越烈
。

如武功
、

扶风等地
,

解放前 5 月底可 以

收麦子
, 5 0 , 6 0年代麦收拖到 6月上旬

,

70 年代后又拖到 6月中旬
。

相应玉米播期依次后推
,

生育后期遇到低温 (2 oo C 以下
,

玉米灌浆期需 24
“

C )
,

灌浆不饱
,

产量降低
。

过 去 曾

想以玉米移栽
,

推广早熟品种
,

或发展机械化耕播来解决这一争时矛盾
,

但因 移 栽 费

工
,

有效品种难以出台
,

机耕作用有限
,

未能如愿以偿
。

在此情况下
,

小麦
、

玉米套种

便应运而生了
。

二是棉田长期一年一熟
,

粮棉争地矛盾突出
,

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
。

到了 70
,

80 年

代
,

随着人 口增加
,

产生了向棉 田要粮问题
,

加之多年来
,

棉花因灾减产严重
,

棉农感

到一年一料棉花
,

经济收益太低
,

纷纷弃棉种粮
,

致使棉田面积大减
。

不发展棉田间套

难以挽 回棉田滑坡现象
。

6 。年代曾有人采用两茬复种办法
,

在大麦
、

油菜后复种夏播棉
,

取得一定成绩
。

但对迟

熟的小麦来说
,

麦后种棉未必适用
。

从棉花本身来讲
,

它是无限生长的喜温作物
,

早熟陆地

棉一生需大于等于 l o
O

C的积温 3 5 00
O

C
,

中熟陆地棉需大于等于 I O
O

C积温 4 0 0 0
0

C
,

过多推

迟播期
,

发展夏播棉
,

势必大大压减积温需求
,

降低产量
。

60 年代也有人试验麦棉两茬套

种的
,

如 19 62 年前后省棉花研究所
,

套种棉花亩产籽 棉 18 1
.

8 k g ,

虽 较 单 作 棉 籽 棉

20 2
.

9 k g ,

减产 11 %
,

但每亩多收小麦 94
.

5 k g
。

从此为麦棉套种 迈 开 了 第一步
。

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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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

特别是 8。年代
,

棉田间套
,

走一年 二熟的路子
,

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
。

不过 70 年代的侧重点
,

在于解决第一 个问题
。

当时
,

以粮为纲
,

大抓粮粮间套
。
先

是从外省学习
“ 麦垄点播

” 和 “ 三种三收 ”
经验

,

后是边试验边推广
,

层层下达任务
、

要求
: “ 一年试验

、

二年推广
、

三年普及
” ,

于是
,

很快在关中灌区掀起大搞间作套种

的群众运动
,

一度发展到 5 00 万亩
。

这时
,

关巾灌区粮田种植制度变成了两条腿走路
,

一条保留小麦
、

玉米复种
多
一条

推行多 种 粮 田套 种
。

主 要 种 植 模 式
:

小麦一玉米、 小麦一玉米 (两粮复种 )
,
小

麦 / 玉米 , 小麦 / 玉米 (两粮套种 )
,
小麦 /玉米 /玉米 (三种三收 ) ; 小麦 /玉米 /绿肥

(或豆子 ) (两粮一肥 )
。

实践证明
,

当时推广 的
“ 麦 垄 点 播

” 、 “ 二密一稀
” 、 “ 三密一稀

” 、 “ 四密一

稀
”
等

,

种 2 ~ 4 行小麦
,

空带 1尺套种 1行玉米 ( 麦收前 7 、 10 d 套 )
,

由子很好地解

决了
“ 恶性循环

” ,

缩短共生期
,

缓解种间竞争
,

玉米利用前期高温
,

加快生育
,

避开

后期低温
,

灌浆饱满
,

增产显著
。

套种玉米比复种玉米一般增产 1~ 2成
。

我们在 n 年次

试验中
,

每亩增产少者 21 k g ,

多达 10 O k g以上
,

平均 59
.

15 k g
。

麦子 虽然少种 1 行
,

但

发挥边际效应
,

并不减产
。

我们多年试验
,

在中等地力以上小麦边际效应 值 为功。% ~

20 0%
,

平均 1 29 %
,

产量保证率为 1 00 %~ 1 07
.

3%
,

这是小麦不减产或略有增产的重要

原因
。

1 9 7 9年关中灌区采用此类形式间套 1 25 万亩
,

普遍增产 15 % ~ 20 %
,

为以后 粮 粮

间套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

然而
,

当时推广上的主导思想则是热衷于
“ 二五开带

、

三种三收
” ,

采用 7 尺带
,

5尺种麦
、

预留空带 2尺
,

套种 2 行早玉米
,

小麦收后复种 2 行晚玉米
。

后来又在长安等

地延伸为 8尺
、

9 尺带
,

强行推行
,

将形式上的增加熟制列为增产的主攻 目标
,

视为间

作套种的高级形式
。

其结果
,

由于恶性循环未能解决
,

且作物结构组配不合理
,

共生期长
,

种内外竞争加剧
,

小麦减产
,

玉米两茬之和不一定超过单作一熟玉米 (个别也有超过 )
,

总产没有提高或提高甚微
,

却费工费时
,

操作不便
,

农民不欢迎
。

难怪当时在农 民中间

流传着
“ 三三见九

,

不如二五一十
” , “ 以细 (粮 ) 换粗 ( 粮 )

,

得不偿失
” 。

因此
,

后来除渭北在种植春玉米的地方仍保留 7 尺带
,

用 于 “ 两 粮一肥
” 、

或 “ 两 粮一豆
”

外
, “ 三种三收 ” 便很快销声匿迹了

。

所以
,

70 年代大搞粮粮间套
,

有得有失
` 、

得 的是有成功经验
,

失的是有失败教训
。

不经过严谨 的科学试验
,

盲目推广
,

应引以为戒
。

3
.

3 80 年代
,

间作套种多类型
、

多层次全面发展
,

效益显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
,

工作重点转移
,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

大

大调动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
。

除搞好两茬复种外
,

间作套种再一次被群众自觉地推向前

进
。

一方面
,

粮粮间套积极发展成功的窄带型
,

使农 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实 惠 ; 另 一 方

面
,

随着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市场经济 的发展
,

促进粮经
、

经经 问套崛起
,

给间作套种

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

近年来
,

由于各级领导重视
,

间作套种发展很快
,

已形成有领导
、

有 组 织
、

有 规

模
、

有效益的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

高产量
、

高效益的典型层出不穷
。 1 9 8 8年省领导同志

深入灌区考察
,

得到的结论是
,

以间作套种为突破 口
,

推动灌区农业再上新台阶
。

1 9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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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农牧局制订
“
七五

”
农牧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

,

曾将间作套种列为 15 项重大技术

推广项目之一
。

宝鸡市从 80 年代初开始就把间作套种作为一项战略性的措施来抓
。

制定

了 “
关于大力发展立体农业的十条意见

” ,

提出了
“
稳定面积

、

主攻单产
,

立体发展
,

增

加总产
” 的粮食生产方针

。

间 作 套 种 面 积 1 9 8 6年 75 万亩
, 1 9 8 7年猛 增 到 14 7万 亩

,

198 8年又达 18 2
.

8万亩
。

渭南地区专门成立了灌区间作套种指挥部
。

大抓 粮 粮
、

麦棉
、

棉经间套
。

1 9 8 7年各类间套面积达 16 1
.

26 万亩
,
1 9 8 8年发展到 1 75

.

5万亩
。

其中粮粮间套

12 0万亩
,

粮经间套 30
.

5万亩
,

经经间套 15 万亩
,

其他间套10 万亩
。

既稳 定 了 粮 食 生

产
,

又促进经济作物的发展
,

效益提高
。

咸阳市从 1 9 8 2年起就将间套技术作为全市一个

重点推广项目
,

到 19 8 8年推广麦垄点播玉米面积达 1 50 多万亩
,

占夏玉米面 积 的“ %
。

截止 19 8 8年
,

主要集中于关中灌区的各类间作套种面积已达 5 50 万 亩
,

其 中 粮 粮 间套

45 0万亩
,

粮经
、

经经间套 1 0 0万亩
。

1 9 8 9年又发展到 88 6万亩
,

增产粮食 3
.

34 亿 k g ,

增

收 4亿元
。

宝鸡市 1 9 8 8年间作套种 1 52 万亩
,

共增产粮食 7 30 。万 k g ,

增加经济 收 益 1
.

07

亿元
。

据大荔县调查
,

麦棉间套的亩产值近 4 00 元
,

比单作棉增加 50 %左右
;
棉 瓜 间套

亩产值近 50 0元
,

比单作棉花增加 70 % ; 棉菜间套亩产值近 6 00 元
,

比单作棉花增加 1倍

以上
,

一些高产户的亩产值已达 8 00 元
,

有的甚至突破千元大关
。

这期间
,

推广应用的间套形式有 8 类 26 种之多
。

主要有小麦玉米套种
、

麦辣套种
、

麦瓜套种
、

粮菜套种
、

粮棉套种以及粮豆间作等
。

综上所述
,

建国后关中灌区种植制度改革是按照粮田与棉田的不同情况进行的
。

从

各自内部的种植模式搞起
,

连系到整体上的轮作体制改革
,

粮田由少熟到多熟
、

由两茬复

种到两茬套种
,

先搞粮粮间套
,

后搞粮经间套
,

同时也致力于复种单产的提高 , 棉田长期

沿用单作一熟制
,

后来因形势所迫
,

试验推广麦棉二熟和棉经二熟 (参见图 2 )
,

推动

关中种植制度从整体上的传统种植制向着集约种植制发展
。

}
传统种植制

{
奋 杏

!
单作棉田

}, {
单作粮田

}
杏 杏

套套种棉田田田 复种粮田田

经经棉套种种种 二茬套种种种 二茬复种种

粮粮粮间套套套 粮经间套套

棉棉田种植植植 粮 田 种 植植

咨 杏

1
集约种植“

图 2 关中灌区种植制度改革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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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题讨论

4
.

1提高间套水平

近几年
,

关中灌区在发展间作套种中
,

成绩是显著的
,

效益是突出的
,
经验是成功

的
,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

例如带型多而杂
,

有的地方品种不配套
,

栽培措施不规范
,

产量
、

效益还不够高等
,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提高
。

提高措施主要应在三个
“
化

” 上下功夫
:
一是科学化

。

加强科学研究
,

总结成功经

验
,

使其上升为理论
,

以理论指导实践
,

避免盲目性
。

二是规范化
。

规范化也就是标准

化
。

带型和措施都要合乎技术标准
。

带型是关键
,

作物配置是否合理
·

、

作物个体生育好

坏
、

种内外竞争强弱
、

产量高低
、

效益大小等
,

都与带型密切相关
。

各地要从 实 际 出

发
,

选择优化或较优化带型
,

并配合规范化技术措施
,

以进一步提高间套效益
。

三是高

效化
。

产量
、

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大田水平
。

粮田耕地亩 产量一 般 为5 00 ~ 6 00 k g ,

高效

套种田应达 8 00 k g以上 , 粮经间套一般亩产值 40 。元
,

高效间套田应达 80 0元以上
。

近 年

提出的
“
吨粮 田

” 、 “
双千田

” ,

都是高效田的具体化
,

要大力开发
。

科学化是规范化的基础
,

规范化又是高效化 的基础
,

只有抓好科学化
、

规范化
,

才

有助于实现高效化
。

4
.

2 两条皿走路

过 去粮田全部二茬复种
,

收种季节
,

劳力高度集中
,

往往贻误农时
。

现在提倡二茬

套种
,

是不是 1 00 % 的套种? 走极端不行
,

这样需劳照样集中
。

二茬复种和二茬套 种 原

则上应两条腿走路
,

在哪个时期
,

哪个地方
,

哪条腿宜粗一些
,

哪条腿宜 细一些
,

视具

体条件而定
。

玉米有了高产早熟品种
,

二茬复种可以高产
,

占的比例夭一些
, 没有早熟

品种
,

恶性循环问题严重
,

二茬套种 比例大一些
。

一家一户
,

农 民自己可以适 当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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