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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农作物增产技术研究水平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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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分析了改进与利用作物品种的科学技术、农作物耕作栽培技术、改土施肥、农田灌溉及植

保技术，并与国外先进国家进行了对比，找出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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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农业科技成果中种植业成果占 65%，这说明农作物的增产技术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我国在杂交种优势利用、多熟制种植、盐碱土改良、生物防治研究等方面处于

世界先进行列，但在作物增产技术方面的研究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

1 改进与利用作物品种的科学技术

1.1 品种资源研究对比

我国拥有丰富的食用作物品种资源，仅在国家种质资源长期库内就保存有 20 多万份材料。其中属

于粮豆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物、果树、蔬菜作物占 95%。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较，我国虽然在保存

总量上居世界第 2 位，但在种质资源的鉴定、研究与利用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利用生物技术保

存种质资源，利用人工方法创造新种质方面还比较落后。种质资源的收集范围存在不平衡现象。从国

外引进玉米、蔬菜、果树等作物的种质资源相对较少，往往导致种质基因缺乏，遗传基础狭窄，不利于

育种研究的重大突破。

1.2 作物育种水平对比

近年，我国的作物常规育种、杂交技术和杂种优势利用等研究有了很大发展。采用诱变育种、染色体

工程、花粉培养、单倍体育种等技术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品质育种和抗性育种与先

进国家仍有差距。从作物品质育种看，目前我国营养品质优良和商品品质好的品种不多。我国小麦品种平

均蛋白质含量13.7%，在世界上仅属中等水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小麦蛋白质含量达15%。我国马铃

薯品种淀粉含量大多为12%～18%，而早在70年代国外已经育成淀粉含量高达33.2%的品种。我国油菜品种

芥酸含量比国际标准高9倍。在蔬菜品种方面，我国的蔬菜品种适合设施栽培的专用品种很少，而国外十分

重视设施栽培专用品种的选育。从作物抗性育种看，我国在培育抗病品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小麦

抗锈品种、多抗性玉米杂交种和抗灰斑病的大豆品种等。从总体上看，在培育抗旱耐瘠薄、抗耐盐、抗酸害

品种方面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我国对作物抗性机理研究不够深入。日本对稻瘟病，美国对水稻

白叶枯病的致病性及抗性机理等，已经从分子水平上开展了抗病育种研究。在细胞水平上对作物的抗旱

性、耐盐碱性和耐寒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筛选出一批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

2 农作物增产综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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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作物耕作栽培技术，在种植制度方面复种面积占世界复种面积的50%。多熟制套作技术的

多样性及用养相结合的优点是举世公认的。我国有一半的耕地属旱作农业，积累了以保水为中心的深

耕、镇压、中耕等传统耕作技术。但以残茬覆盖、少耕免耕为中心的保土耕作技术却不如美国。美国残

茬覆盖耕作占干旱地区耕地的50%，我国秸秆还田旱作耕地只占3%。在栽培技术方面，近年来我国在

不同地区不同生态条件下研究并应用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的高产组装配套的模式化栽培技术，全国作

物模式化栽培面积达1 600万hm2。但是，这些模式大部分仍处于经验型组装模式，对模式中各因素或

各措施之间的交互作用缺乏深入研究。不同条件下应用的定量化指标还不太明确，同国外开展的以计

算机为主的模式化栽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国在综合配套栽培中采用计算机进行多项技术配合分

析，建立模型和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10～15年。在设施栽培方面，我国的农膜栽培技术主要

用于食用作物，地膜与棚膜的覆盖比率为30∶1。发达国家农膜主要用于蔬菜、果树、花卉、温室大棚所

占比重大。我国的设施栽培无论是设施、技术装备、管理水平还都处于初级阶段。而发达国家的设施

栽培已经发展为温室大型化与自动化。温室规模在1～20 hm2，温室的温度、湿度、光照、水分、肥料、

CO2均通过计算机自动调控。植物保护、机械作业、内外运输、产品分级包装都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

3 土壤改良培肥与施肥技术对比

我国的低产土壤改良取得很大成效。在盐碱土改良方面，已经从单纯农业措施改良阶段发展到综

合治理阶段，红黄壤改良已从生物改良为主和磷、钾肥与绿肥配合培肥阶段，发展到“山、林、水、田”

综合治理。从技术上看，对低产土壤采用生物、耕作和水利工程、化学措施等各类单项技术已应有尽

有。目前，我国应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土壤的障碍因素进行大面积的动态监测预报还只处于起步阶段。

法国、英国普遍采用了土壤盐碱化预报系统和监测技术，美国则采用普查土壤障碍因素动态的遥感监

测和各种土壤传感器技术。我国的土壤培肥工作处于下滑趋势，过多施用化肥，有机肥减少，合理的

轮作体系不复存在，土壤肥力呈现下降趋势。国外先进国家采取玉米与豆科作物(大豆、牧草)合理轮

作；坚持常年秸秆还田；增加有机肥料施用培肥土壤。

先进国家的施肥技术已经建立了高效的施肥系统和经济合理施肥的平衡施肥系统，建立了土

壤—作物—肥料计算机推荐施肥模式。各种施肥模式完全建立在土壤普查、营养诊断基础上，完全做

到因地制宜，依据作物的品种、密度、产量指标等综合因素科学合理施肥。在生产中已普遍应用长效

肥料、高效肥、高浓度复合肥、液体肥料和中量元素、微量元素肥料。我国的测土配方施肥尚处于低水

平阶段，多属半定量、粗线条的技术。大部分农田仍是凭经验施肥，存在盲目增加施肥量，配比不尽合

理的现象。肥料品种单一，肥料质量不高，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应用很少。

4 农田灌溉技术对比

先进国家十分重视植物需水测报技术。根据作物水分蒸腾量研究作物耗水规律，耗水与气象的关

系，以此确定农田土壤水分变化和适宜的灌水期与灌水量。广泛应用地面红外线测温仪，测定作物冠

层或叶面温度以及空气温度，确定作物需水程度。采用飞机航测和卫星遥测技术指导灌溉。广泛采用

非充分灌溉、调亏灌溉、局部灌溉和控制性根系交替灌溉等技术模式实现农田灌溉。先进国家大力发

展节水灌溉技术，主要采取喷灌、微灌、管灌和渗灌技术。发展自动化、遥测遥控技术，实现了灌溉系

统计算机控制。

我国的灌溉技术仍处于低级阶段，有关作物需水规律与耗水量研究不够系统深入，绝大部分农

田灌溉只是凭经验实施灌溉，甚至是只灌救命水。全国灌溉面积中喷灌只占 10%左右，绝大部分农田

仍是地面灌溉，因土地不平整，渠道渗漏损失大，大量浪费水资源，我国的农田灌溉技术与国外的差

距很大。

5 植物保护技术对比

病虫害防治技术。我国50年代是以农业防治结合药剂防治为主；60～70年代是以化学防治为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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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 页)去掉裹柄，用薄膜袋包装储存保鲜，可提高果实的商品价值。

3 西番莲贮藏与食用

挑选较重和表皮微皱的果子，贮存于室内，果肉可在方冰盘中冷冻，然后装入塑料袋中。果汁可装

入盒中包装出售。

最简单的食用方法是将果子切成半，用勺挖出种子和果肉，两者均可食用。但果肉可以经过滤后

做饮料，西番莲可以加强其他所有水果的香味，并可做干酪饼等的表面涂料。过滤后的果肉可以做冰

淇淋的原料，或加入酸奶中。西番莲果冻很适合涂在烤肉上，或涂在面包或吐司上。果汁也可以做成上

乘果酱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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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现在达到综合防治配套阶段。从科研水平看，我国在许多领域达到了国际水平。如粘虫、白背飞

虱、卷叶螟的迁飞规律及异地预报研究；应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梨、桃小食心

虫性信息素的合成与应用已进入国际前列。但从植物保护研究总体水平上看，我国与先进国家尚有一

定差距。在农药品种方面，我国农药品种不如发达国家多，主要是引进仿制与合成。原药纯度一般为

80%～90%，国外为95%以上。我国的农药结构不尽合理，杀虫剂占80%以上，杀菌剂和除草剂很少，质

量不高，在杀虫剂中防治地下害虫的药剂很少。在农药加工技术方面，我国的可湿性粉剂的悬浮率只

有40%左右，而国外一般在70%以上。我国农药加工的颗粒剂外表多数是无膜覆盖。而国外农药都有覆

盖膜使有效成分不脱落，使用者不易中毒。我国的施药设备落后，施药不均匀，造成药剂损失，施药效

果不好，易产生药害并污染环境。国外施药自动化、机械化程度高，完全采用超低量喷雾，施药效果好，

不浪费不污染。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像害虫和天敌的分类、鉴定及综合防治的基础理论研究等与发

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病虫害预测预报研究，国外十分重视病虫发生规律与环境条件相关性研究，从

模拟试验获得数据，作为测报的依据。普遍采用昆虫雷达研究各种害虫的迁飞规律，预测预报害虫发

生时期及程度。美国利用地球资源卫星预报小麦条锈病、谷物叶枯病取得良好地效果。我国在这方面

与国外差距较大，有关病虫的预测预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研究才刚刚步入实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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