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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干旱半干早地区农业学术

讨论会
”

的情况报告

西 北 农 学 院

(一 )

西北农学院干旱半干旱农业培训研究中心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 日至十四 日
,

在陕西

杨陵主持召开了
“ 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学术讨论会

” 。

来自陕西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
、

山西
、

辽宁
、

河南
、

河北
、

内蒙古
、

北京等十一个省 ( 区 ) 市六十个科研
、

教学

和业务部门的一百二十八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

陕西省科委付主任余铮同志和农业局局长

冯士休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

户国农学会学术部付主任金沛同志代表中国农学会到会指导

工作
。

西北农学院院长
、

干旱半干旱农业培训研究中心主任万建中教授致开幕词
,

付院

长兼干旱半干旱农业培训研究中心付主任许置付教授作了大会总结发言
。

有十九 位代表

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

交流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在小组会上
,

代表们就我 国

千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学研究的方向任务
、

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科技人员的培训提

高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
。

会议期间
,

全体代表到陕西乾县参观了渭北旱原地下水开

发利用
、

土地利用规划和
’

治山
、

治坡
、

治沟搞的较好的社队
。

西北农学院图书馆为大会

举办了中外文有关干旱方面的图书期刊资料展览
。

会议结束后
,

部分代表还就加强科研

协作问题分别举行了座谈讨论
,

落实了今后的协作计划
。

这次学术讨论会开的比较成功
,

首先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广泛
,

西北
、

华北
、

东北

三个地 区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

其中包括 中国科学院
、

中国农科院和省

地县四级的三十四个科研单位
,

高等农业院校
、

综合大学
、

师范大学
、

中等农业技术学

校等十七个教学单位
,

以及中国农学会
、

省地县科委和其他 9 个业务行政部门
。

按学科

专业来说
,

包括农
、

林
、

水
、

收
、

生物基础
、

气象
、

水土保持
、

农业经济
、

土壤农化
、

农业机械
、

植物保护
、

果树蔬菜
、

农 史研究
、

科研管理
、

生产部门等各个方 面的代表都

有
。

其次会议内容也比较丰富
,

大会共收到论文六十四篇
,

有国内的研究成果
,

也有国

外的研究动态
; 有综合性的开发研究

,

也有基础理论研究 ;
有旱作农业的研究

,

也有灌

溉农业 的研究
。

各个学科基木都有
。

第三
,

会议较好地贯彻了双百方针
。

代表们畅所欲

言 各舒已见
,

学术气纷较浓
,

通过讨论对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

识
,

对加强我国干早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
。

这次学术讨论会召开 以前
,

在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支持下
,

西北农学院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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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六批人员出国考察
,

还组织了一些考察组到陕
、 一

甘
、

宁
、

青一些干旱地区进行综合

考察
,

并与国内外有关高等农业学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业务联系
; 在讨论会前

,

陕西
、

山西
、

辽宁
、

辛夏
峥

一

f 一

这些都为这次讨论

等省都召开了有关旱农问题的生产会议
、

学术会议或科研协 作会议
。

会的召开
,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

因此
,

、

成效比较显著
。

( 二 )

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
,

代表们对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技方面的一 些学术

问题
,

阐述了白己的一些认识
。

大家认为
,

我国北方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

一般年降雨量较少
,

年变率大
,

气候比较

干燥
,

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经常遭受干旱的威胁
,

这固然是不利的一面
;
但 同时也应看

到我 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上地面积大
,

占全国土地面积 的三分之一 以士
,

其中耕地面积约

占全国耕地画积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

耕地 内旱地的比重又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

增产

潜力很大
。

同时上地类型多种多样
,

自然资源丰富
,

有利于农林牧付渔的综合发展
。

恃

别是光
、

热 资源比较充足
,

大部分地区总辐射值均在 1 20 一 1 60 千卡 / 厘米
’ ·

年之间
,

仅次于西藏高原
。

全年日照时数一般在 2
, 0 00 一 3 , 3 00 小时之间

,

而且由东向西 逐渐增

大
,

昼夜温差明显
,

有利于植物生产有机物质的积累
。

因此
,

干旱半干旱地 区作物的千

粒重和品质
,

常比多雨地区为优
。

而 目前这一地区由于土地利用不合理
、

生态平衡失调

等种种原因
,

农林牧产量低而不稳
,

如黄土高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一百多斤
,

草原的载

畜量和产 肉率 也很低
。

如果加强科研工作
,

克服不利因素
,

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 资源
,

使粮食亩产提高二十至三十斤
,

全区即可增产一百多亿斤
; 如果亩产提高五十 至 一 百

斤
,

全区即可增产粮食二百五十至五百亿斤
。

因此
,

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我国北方的

农业生产建设中实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

绝不可 因为 目前生产条件差
、

产量低而忽

视其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

代表们普遍认为
,

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
,

对解决干旱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

如新疆垦区二十多年来狠抓水利建设
,

根治河流
,

修建水 库
,

确 保 水

源
,

防止渗漏
,

并注意科学合理用水
,

提高水的利用率
,

使现有耕地的灌溉面积达到百

分之九十二以上
。

加上合理的利用
,

使过去一立方米水仅能生产粮食 0
.

5 斤
,

现在提高

到 1
.

4 7 斤
。

至于那些水利资源有限
,

或者 由于种种原 因
,

开发利用比较困难
,

在 目 前

难以发展灌溉农业的地区
,

开展旱作农业的研究
,

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但无论在那种情况下
,

保持水土
,

防止水土流失
,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都是一项重要

工作
。

有的代衷治出
,

根据他的研究
,

坡耕地的地表径流是每亩 8
.

8一 1 6
.

5立方米
,

而

水平梯田在一次降雨 1 00 毫米情况下
,

仍能基本全部拦蓄
; 坡耕地每年要流失表 土 1

.

3

一 6
.

4 吨
,

而水平梯田则基本上不受冲刷
。

因此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仍是必要的
,

能 大

大减少水分径 流的损失
。

另外
,

权据不 同植被条件下水土流失观测比较
,

坡度为 2了一 30

度 的农田
、

草地与林地 ( 5 一 7 年生洋槐 ) 上径流量的比值为 10 。 ,
88

:

75 ;
冲刷量 比

值为 1 0。 : 3 8 : 1 7 ,

种草植树明显具有涵养水分
,

保持水土的作用
,

能起到缓和干旱
、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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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旱灾发生频率的功效
。

有的代表提出提高土壤肥力
,

也能显著提高干旱地区的降水生产效率
。

如陕西省农

业局 1 9 7 9 年对渭北旱原 幼 个县的统计表明
,

自留地平均粮食亩产 4 19 斤
,

大田平均亩

产只有 2 85 斤
,

两者相差 1 34 斤
,

大 田水分利用效率 比自留地低 32 %
。

自留地粪 肥 普

遍多于大田
,

是上述产量悬殊以及水分转化效率差别 的主要原因
。

据有关科研单位的研

究
,

在陕西关中土壤肥力较好的条件下
,

每生产一斤小麦
,

只需 消耗 0
.

7一 l
。

0 毫米 的

降水
,

而在肥力较差的情况下
,

则往往要消耗 2 一 3 毫米以上的降水
。

所以会议认为在

旱原地上千方百计地提高土壤肥力
,

以肥调水
,

提高降水的利用率
,

这是 目前提高旱原

地区农业生产的关键
。

有的代表认为
,

在增施有机肥料的同时
,

增加无机肥料的施用量
,

以无机换有机也

不应忽视
。

干旱地区的土壤一般有机质缺
,

缺氮尤其缺磷
。

因此氮磷的配合施用
,

有着

显著的增产效果
。

有些地区采用 2 : 1或 1 : l 的比例
,

在播种前整地时一次深施
,

这

项措施是可取的
。

代表们认为对土壤蓄水的能力也应有足够的重视
。

土壤是一个较好的水库
,

有不占

地
,

不垮坝
,

不伯淤等优点
。

因此
,

在半干旱地区应采用加强蓄水抗旱保墒的 耕 作 措

施
,

大力提倡及时伏耕保墒
,

秋耕施肥壮土
,

适时中耕耙籍保墒及播种前后镇压提墒
,

以保全苗的三墒整地土壤耕作法
。

代表们认为
,

从生态系统的观点来说
,

提高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突破 口
,

在

土地面积较广的地区
,

首先是在不宜农耕的土地上营造薪炭林或种植豆科牧草
,

以解决

农村能源问题及发展畜牧业的饲草 问题
。

在地少人稠的地区
,

也有代表主张增施化肥及

有机肥料
,

提高粮食单产
,

以促进退耕还林还牧
。

以上均宜根据具体条件
,

灵活应用
。

许多代表们指出
,

我 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中的关中渭北旱原和山西晋南等地原是我国

农业生产早期发展的地区之一
,

群众 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传统
。

如各地行之有效

的蓄墒
、

保墒
、

提墒的三墒 整地耕作法
,

高梁
、

谷子
、

甘薯
、

豆类等耐旱作物的抗旱栽

培技术
,

粮
、

豆 ( 油 )
、

草的轮作经验
,

引洪漫淤
,

砂田栽培
,

兴修梯田
,

种植首着等

牧草绿肥
、

以肥田养畜并保持水土
,

山地的水平沟种植法
,

川地的沟垄种植法以及多种抗

旱播种
,

如深抬浅盖
,

坐水点种
、

深播等雨等
,

均应认真研究
,

总结推广
。

同时对新兴

的地膜复盖栽培
,

少耕
、

免耕法
,

深松耕法
,

小流域综合治理等也应积极研究 试 验 推

广
。

会议代表对山西省的 《小麦抗旱指标及分区的研究》 和 《抗旱蓄水聚肥改土耕法的

研究》 ,

给予很大的兴趣
,

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很有意义
,

后者的成效是卓著的
。

关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划分问题
,

有的代表提出以年降雨量在 2 00 毫米以下为

旱区
,

在 20 。一 4 50 毫米之间为半干旱区
, 4 50 一 6 50 毫米之间为半湿润 区

,

大于 65 0 毫

米则为湿润区
。

许多代表在讨 沦中认为
,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划分
,

是研究这一地区农业

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作
,

所应用的指标及考虑的项 目
,

应能反映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

用

自然植被作为综合反映的指标
,

还有蒸发量等
,

也是可考虑的内容之一
。

今后应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
。

对抗旱防旱基本理论的研究
,

会上也有反映
。

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

作物生长
,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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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延伸生长
,

对于缺水最为敏感
,

在轻度的和短暂的水应力 卜
,

细胞休积的扩大即行减

慢或停止
。
在有关土壤水分振发的机制方商

,

有的指出
,

浪据陕西武功地区试验结果
,

土壤水的液态运动
,

一直进行到当农土含水量降低至 1 4 %时还未停止
。

因 此
,

及 时 进

行中耕松土
,

对阻 J上
一

F层水分的上移
、

减少蒸发的作用
,

是显著的
。

( 三 )

在讨 沦中
,

代表们对 j
二

加强我 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研问题还发表了许多意见
。

大家一致汰为
,

开展旱地农业研究
,

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生厂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

义
。

应当引起我国各级领
一

导和科研工 作者的重视
。

!司时
,

大家也 汰为
,

对于这项工作的

艰 巨性也不可忽视
。

关于我国
二

尸碑半干旱地区农业科学研丸的方向和 任务问题
,

代表们结台我国特点
,

进行了
一

认其地讨论
。

大家
一

汰为开展旱区农立
.

科学研究工作
,

必须在加强水利 资源和其他

自然能源的开发利用的同时
,

把旱作农业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
。

要把灌溉农业与旱作农

业
、

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
、

传统农咐
_

与现代农业 有机地结合起来
。

除开展丛础研究外
,

要特另
:

i重视多学科协作
,

开展综合性的开发 研究
,

似解决衣业生产 中的迫切问题
。

对于加强干旱半干旱地区科技人员的培养提高和学术交流问题
,

代表们也提出了一

些重要意见
。

川建议扩大大专院校招生人数
,

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
,

防止人才外流
,

创办全国性的 《旱地农业研究》 学术刊物 ,

在我国举行国际性的学术讨 沦会等
。

此外
,

代衣们还建 议在中国农学会领导下成立 中国于旱半干旱双业学会或研究会
。

把热心从事千旱问题的科研力量组织起来
。

还建议西北农学院干旱半干旱农业培训研究

中心扩大和加强活动范围
。

如有可能
,

希望在不同类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设立一些协作

基点
。

会后
,

西北农学院干旱半干旱衣业培训 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还与陕
、

甘
、

宁几个地县的代表分别举行了小型座谈会
,

就建二试验基点或加强科研协作问题进于j 酝

酿讨论
,

落实了一些科研和培训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