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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旱地农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山　 仑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介绍了我国旱地农业发展的历程、成就和经验ꎬ并重点就农业结构调整和农田持续增产的技术途径进

行了论述ꎬ认为培育抗旱节水新品种和发展半旱地农业是农田稳定持续增产的突破口ꎬ而通过调整种植业结构以发

展草地畜牧业则是半干旱地区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生产力同步提升的关键ꎮ 此论述以期对指导半干旱地区农业发

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产生积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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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农业的实施区域主要分布在半干旱地区

和半湿润易旱地区ꎬ从一定意义上讲ꎬ半干旱地区

属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ꎮ 严重的水土流

失和频繁的干旱在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我国半干

旱地区同时发生ꎬ加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为解决

口粮问题盲目开垦ꎬ造成土地利用更加不合理ꎬ引
发恶性循环ꎮ 与国外同类地区(如美国中部大平原

和澳大利亚西部)相比ꎬ黄土高原存在坡耕地比例

高和人口密度大等不利因素ꎬ但黄土土层深厚ꎬ光
热条件较好ꎬ更适合多种经营和综合发展[１]ꎮ

当前ꎬ我国以半干旱地区为主的旱地农业发展

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ꎬ差距不在于单位面积产量水

平的高低ꎬ而在于如何更好地适应区域环境和市场

需求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ꎮ 在这方面ꎬ有两个看似

传统但却涉及全局的问题需要作深入研究并付诸

实施: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农牧业有效结合的农业

结构和相应的种植制度ꎬ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持续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ꎬ做到提高单产和改善生态(特别

是提升土壤基础肥力)同步ꎮ

１　 关于调整农业结构问题

１.１　 农业结构调整方向及成效

２０１５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

调整ꎬ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ꎬ促进粮食、
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结构协调发展”ꎬ以形成“粮
草兼顾型农业结构ꎬ推动我国农业结构优化和

现代农业发展ꎮ”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中ꎬ就“建设粮草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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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型农业结构ꎬ加快发展草牧业”问题做了安排ꎮ
以上文件覆盖全国范围ꎬ对于半干旱地区而言ꎬ则
更具有针对性和迫切性ꎮ

就国际成功经验而言ꎬ半干旱地区土地利用具

有旱作农田、人工草灌和天然植被三者并存的特

点ꎬ其成功发展经验可归结为“农牧业有效结合ꎬ人
工草地面积占农田 １ / ４ꎬ产值约各半” [２]ꎮ

针对我国半干旱地区ꎬ实行农牧业结合的种植

制度更具有现实意义ꎬ不仅是市场和食物结构变化

的需求ꎬ也是改善区域环境本身的需求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有专家曾提出把黄土高原建成牧业基

地的建议ꎬ以及将区域发展目标定为“自给性农业ꎬ
保护性林业ꎬ商品性畜牧业”的主张ꎮ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ꎬ
在陕西延安召开的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ꎬ时任

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发表了“关于北方干旱地区农

业改革的一些看法”的讲话ꎬ提出要改变旱区面貌

“种草种树ꎬ发展牧业是根本大计”的主张ꎮ 之后一

个时期在黄土高原掀起了种草养畜的高潮ꎬ但未能

很好坚持下去ꎮ 当时在宁夏西吉等地借助联合国

粮农组织资金进行的退耕还草示范取得了很好效

果ꎬ但在后期也出现了反弹ꎮ 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间ꎬ
国家在生态脆弱地区推行的大规模还林(草)举措

是以造林为主ꎬ在造林和自然修复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ꎬ但估计还草面积仅约占退耕面积的 ５％且不

稳定ꎬ“种草易反弹”现象成为不争的事实ꎮ 至今ꎬ
适宜发展草食畜牧业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畜牧

业产值占整个农业产值的比重尚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ꎬ例如宁夏固原约占 ２８％、陕西延安约占 １６％ꎮ
为何被认为较适宜于种植牧草的黄土高原长期以

来畜牧业发展不起来(英国人工草地面积相当于天

然草场的 ５９％ꎬ新西兰为 ６６％ꎬ加拿大为 ２４％ꎬ美国

为 １０％ꎬ日本北海道也占一定比例ꎬ我国则不足

３％)? 其内在原因值得深思ꎮ
１.２　 农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草种问题ꎬ苜蓿是当今公认的优良牧

草ꎬ农业部发布的规划文件中也推荐西北地区的草

种以紫花苜蓿为主ꎬ但苜蓿是高耗水草种ꎬ缺水地

区“引草入田”可能会适得其反[３]ꎮ 为此应进一步

挖掘抗旱种质资源ꎬ争取早日选育出更适应于半干旱

地区多变低水环境的抗旱节水牧草新品种ꎬ对已有其

他牧草(如草木樨、沙打旺、红豆草、羊草、冰草、无芒

雀麦、柳稷枝等)也应给予重视并加强相关研究ꎮ 另

一个重要问题是ꎬ必须将草地纳入正式的农业制度之

中ꎮ “退耕还草”的提法过于简化ꎬ应理解为“退耕、
改制、种草、还牧”ꎬ如缺少“改制”的环节和不重视产

业出口ꎬ“三元结构”也难以最终实现ꎮ 第三个问题

是ꎬ一个时期内对退化天然草场实行严格的禁牧措施

是必要的ꎬ几乎与退耕还林同步开展的“自然修复”
(禁牧)措施收到了“大地变绿”的良好效果ꎬ但是否

应当永久禁牧还是采取科学的轮封轮牧? 需适时做

出回答ꎮ 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在宁夏云雾山

长期的观测表明ꎬ退化天然草场封育 １０ 年以上可以

有计划地加以利用ꎬ如利用不适当则不利于植被的正

常演替[４]ꎮ 人工种草、天然草场和农副产品是我国半

干旱地区发展畜牧业的三种饲料资源ꎬ需密切结合且

缺一不可ꎬ至于以哪个为主ꎬ则应强调“因地制宜”ꎬ但
最大空间还在于人工种草能放宽到何种程度ꎮ

政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ꎮ 退耕还林(草)期间

以及在后续政策中ꎬ对造林的补偿一般高于种草ꎬ显
然对扩大种草不利ꎮ 另外ꎬ种草与营造生态林不同ꎬ
必须有一个产业出口和相应的配套支持(例如日本北

海道推进发展奶牛的做法)ꎬ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ꎮ
此外ꎬ还必须重视社会环境因素ꎮ 我国半干旱地区

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状况与一些国家相比有较大差

别ꎬ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大、气候与地形地貌复杂

多样、产业类型众多且集约经营能力较强ꎮ 近年来

黄土高原果业得到较大发展ꎬ例如陕北洛川和延安

的苹果、清涧等沿黄河岸的红枣等均已成为具有竞

争力的品牌ꎬ“一村一品”和“一村一业”对农民增收

和当地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ꎮ 因而黄土高原地区

农业主导产业不能要求千篇一律ꎬ而应在实行农牧

业紧密结合发展草畜业的同时ꎬ因地制宜地寻求多

种出路ꎮ 这也许是世界半干旱区域中ꎬ根据我国国

情创造出的独特治理经验ꎮ
为使农牧结合ꎬ将发展草食畜牧业的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ꎬ建议总体推进的同时还应在不同类型区

以县为单位建立实体性实验示范区做长期探索与

监测ꎬ以总结出系统且有效的具体实施方案ꎮ

２　 关于持续提高旱地农业产量问题

２.１　 发展历程及成功经验

以黄土丘陵地区为例ꎬ旱地农业增产主要经历

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旱坡地种植→“坡改梯”建设

基本农田→深耕改土与农家品种更新→投入化肥ꎬ
促进产量提升(由低产到中产阶段)→优化种植ꎮ
在技术原理上主要经历了保土蓄水耕作→提高降

水利用率→综合提高降水利用率和利用效率ꎮ 基

本农田建设是打基础阶段ꎬ增施化肥、培肥地力是

由低产进入中产、单产提高 １ 倍的关键阶段ꎬ对于小

麦而言ꎬ在宁夏南部产量可达到 ３ ０００ 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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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ꎮ
进一步持续提高旱地单产的出路在哪里? 近

年来一些地方实行的覆盖栽培是一条出路ꎬ例如甘

肃等地兴起的“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增产效果

显著ꎬ玉米产量可达到 ７ ５００ ｋｇｈｍ－２左右ꎬ但是否

可持续、是否能大规模推行ꎬ尚需进一步实践[５－６]ꎮ
今后评价提高单产技术应遵循两个标准ꎬ即一是是

否有利于提高产量ꎬ二是是否有利于提升土壤基础

肥力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ꎮ
２.２　 旱区农业的发展方向

发展至今ꎬ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力提升主要依

靠的是调控环境以适应作物ꎬ即提高降水利用率的

途径ꎬ而通过生物改良适应环境以提高水分利用效

率和作物抗旱性的途径发展相对滞后ꎬ今后则应倡

导两者并重ꎮ 在这方面ꎬ当前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

技术突破口:一是在阐明植物抗旱机制的同时ꎬ运
用生物技术特别是常规育种与转基因技术相结合

的途径选育抗旱节水新类型ꎻ二是在掌握作物需水

规律的基础上ꎬ运用信息技术及新的工程与农艺技

术ꎬ实施少量水精确补偿以发展半旱地农业ꎮ 前者

的前景更为广阔ꎬ而后者则更为现实可行[７]ꎮ
关于培育抗旱节水新品种问题ꎮ ２０１５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培育一批突变性品种”的要求ꎬ从哪

里突变? 在什么性状上突破? 我们认为就旱区而

言ꎬ首先应从抗逆性上做文章ꎬ特别在改善抗旱节

水性状上寻求突破ꎮ 对于广大旱区而言ꎬ今后必须

把抗干旱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育种目标突出出来ꎮ
近年来国际上开始重视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抗旱

新类型ꎬ但抗旱性是一个复杂性状且由多基因控

制ꎬ故需通过多种途径实现[８]ꎮ 当前通过基因工程

能控制的抗旱性状仅是一小部分ꎬ真正的转基因抗

逆(旱)作物还没有出现ꎬ特别是抗逆性强的作物ꎬ
目前还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中ꎮ 前一时期曾报道在

非洲率先推行了一种转抗旱基因小麦ꎬ增产效果为

６％左右ꎬ尚难以大范围应用ꎮ
关于发展半旱地农业问题ꎮ 半旱地农业是提

倡运用旱作技术在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ꎬ在
作物生长关键期实施少量水精确补灌的一种农业

类型ꎬ与有关方面倡导的“建设非灌区抗旱水源工

程ꎬ以提高抗旱机动灌溉能力的需求”相呼应ꎬ也与

国外半干旱地区所倡导的“有限灌溉旱地”有相似

之处ꎮ 我国一些生产典型地区(如山西大寨、山东

夏丁家、陕西高西沟、甘肃高泉沟、山西五里后等

地)也都采用过这种技术ꎬ均取得了保产增收效果ꎮ
发展半旱地农业ꎬ既是应对水资源紧缺而采取的一

种不得已的做法ꎬ也是现代农业本身发展的需求ꎮ
展望未来ꎬ我国农业用水必将形成一种旱地农业、
灌溉农业、半旱地农业并存的局面ꎮ 目前半旱地农

业属于被迫存在ꎬ而未来必将成为主动应对水危机

的一种有效技术途径ꎮ

３　 结　 语

发展旱地农业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ꎬ选育抗旱节水新品种和作物以及推行半旱地

农业应是今后提高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的重点突

破口ꎬ而通过调整种植业结构以发展草地畜牧业应

该是半干旱地区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生产力同步

提升的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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