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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黑土区发展保护性耕作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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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阐 述 了 东 北 黑 土 区 的 资 源 概 况 与 发 展 保 护 性 耕 作 的 意 义 , 分 析 了 黑 土 区 现 行 耕 作 存 在 的 问 题 及

要 解 决 的 关 键 技 术 , 提 出 了 东 北 黑 土 区 发 展 保 护 性 耕 作 的 目 标 及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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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Black soil resources of northeastern China and meaning of developing conservation tillage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Current problems of cultivation mode and key techniques of resolving these problems were

analyzed, and mode and target of developing conservation tillage in this area we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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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黑土资源概况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内蒙

古自治区东部的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盟和兴

安盟(原东四盟)的所辖地区 , 土 地 总 面 积 124.1 万

km2, 占 全 国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12.9% , 其 中 耕 地 统 计

面积 2 171 万 hm2, 占 全 国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22.9%。

黑 土 主 要 分 布 在 黑 龙 江 和 吉 林 两 省 中 部 地 区 , 地

貌类型属于波状平原。由于土壤有机质的大量积

累 , 形成了基础肥力相当高的黑土层 , 是自然肥力

最 高 的 农 田 土 壤 。 黑 龙 江 和 吉 林 省 黑 土 总 面 积

592.56 万 hm2, 占东北黑土总面积的 99.8%[1]。

2 发展保护性耕作的意义

东北黑土区开发较晚 , 由于长期掠夺式经营 ,

导 致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 干 旱 加 重 , 土 壤 水 蚀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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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面 积 逐 年 扩 大 , 水 资 源 短 缺 , 土 壤 肥 力 下 降 , 严

重影响黑土区农业持续高效发展[2]。保护性耕作是

防止水土流失、培肥土壤、提高自然降水利用效

率 、增 强 抗 旱 能 力 、减 少 沙 尘 源 、改 善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降 低 作 业 成 本 的 主 要 技 术 , 以 免 耕 、少 耕 为 核

心技术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保护土壤生态环境的

最 好 措 施 [3]。 温 家 宝 总 理 曾 批 示 :“ 改 革 传 统 耕 作

方法 , 发展保护性耕作技术 , 对于改善农业生态条

件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农业部制定规划和

措 施 中 , 把 保 护 性 耕 作 当 作 重 要 技 术 推 广 , 因 此 ,

东北黑土区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 有充分利用保

护性耕作抗风蚀、减少径流、增加土壤蓄水量以及

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的优势 , 对于东北黑

土区优质高效农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长远意义 [4]。

实 行 保 护 性 耕 作 是 保 护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的 需

要。近年来干旱少雨、风蚀和水蚀已成为东北黑土

区最大的自然灾害 , 保护性耕作能够增强土壤蓄

水保墒能力和土壤肥力。实行保护性耕作 , 把种子

播种在有秸秆覆盖的地表上 , 作物秸秆还田 ,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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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解决土壤风蚀、水蚀、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壤

退化等问题 , 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措施 [5]。

实 行 保 护 性 耕 作 是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效 益 的 需

要。据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的资料表明 , 实

行保护性耕作技术与传统耕作技术相比有 7 个方

面突出的效益 : 一是降低地表径流 60%左右 , 减少

水 土 流 失 80%; 二 是 减 少 大 风 扬 沙 60%左 右 ; 三

是提高水分利用率 17%～25%; 四是 种 植 春 玉 米

增 产 16%、冬 小 麦 增 产 13%; 五 是 增 加 土 壤 肥 力 ,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六是节约人畜用工 50%～

60%; 七 是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 收 入 增 加 20%～30% 。

由此可见 , 实行保护性耕作 , 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

率、增加农作物产量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

措施 , 是发展效益农业的必然选择 [6]。

实 行 保 护 性 耕 作 是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需 要 。

松辽平原的黑土地是世界上最好的土壤 , 但长期

以来连续种植高产作物 , 重无机、轻有机 , 重用地、

轻养地的掠夺式生产方式 , 使黑土地土壤肥力和

有机质含量迅速下降、水土流失加剧、旱涝灾害增

多 、沙 尘 暴 频 繁 、耕 地 质 量 退 化 严 重 、农 业 生 态 条

件恶化。实行保护性耕作不仅可以通过秸秆粉碎

还田有效地培肥地力 ,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而且

利用田间作物残茬覆盖避免了降雨冲蚀和径流造

成的养分损失 , 因而使土壤有机质含量不断增加 ,

耕地质量得到不断的改善 [7]。

3 东北黑土区现行耕 法 存 在 的 问 题

与解决的关键技术

3.1 现行耕法存在的问题

东北黑土区现行耕法的耕作层浅 , 犁底层硬。

旱地的现行耕作方法由于长期实行同一深度的耕

作 , 从 而 使 其 耕 作 层 下 部 都 形 成 了 一 个 厚 度 为

5～10 cm 的 坚 硬 的 犁 底 层 , 这 个 犁 底 层 的 土 壤 容

重在 1.4～1.5 g/cm3 之间。由于长期垄作条件下形

成 的“ 三 角 形 ”犁 底 层 (三 角 形 犁 铧 的 耕 作 深 度 为

12～15 cm)呈 波 浪 式 , 由 于 耕 作 层 浅 和 犁 底 层 硬

影响了通风透水 , 妨碍玉米对深层水分的利用及

根系深扎 [8]。

作 业 次 数 多 , 能 量 消 耗 大 , 资 金 投 入 多 , 玉 米

生产成本高。常规耕作只能根茬还田,有机物料还

田量少,部分地区甚至将根茬刨出 , 运出耕地 [9]。东

北雨季降水期集中 , 极易发生地表径流 , 产生不同

程度的面蚀和沟蚀。东北西部地区秋季除茬土壤

风蚀也很严重。农田水分调控能力仍是相当脆弱

的 ,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旱作农田水分生产潜力的

开发 , 导致土壤水分蒸发量大 , 与旱地农业持续发

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通过深松、深耕 , 有利于提高

自然降水的蓄水能力 , 耙耢、镇压有利减少土壤水

分的田间蒸发和提高保墒能力。然而国内外的试

验 证 明 , 翻 (旋 )耕 地 表 裸 露 蒸 发 强 烈 , 深 翻 (或 旋

耕 )地 表 裸 露 、雨 滴 直 接 拍 击 地 面 , 造 成 表 土 碎 化

封闭孔道、表层结壳 , 产生径流 , 水分入渗减少。研

究表明 , 旱田作物在没有秸秆覆盖的情况下土壤

风蚀和水蚀较重 , 达 20%以上 [10]。东北黑土区立茬

覆 盖 的 土 壤 水 分 较 常 规 耕 作 高 1.5～3.0 个 百 分

点 , 这说明现行耕作法的农田水分调控能力和土

壤调控能力都较脆弱 , 限制了旱作农田生产潜力

的开发。

3.2 解决的关键技术分析

3.2.1 播种技术

保护性耕作有残茬和秸秆覆盖 , 高质量的播

种施肥作业是个难题 [11]。 有 针 对 性 地 研 制 开 发 高

性能的免耕播种机 , 解决作业过程中种、肥精量分

施的技术难题 , 一次完成播种、施肥作业。

3.2.2 杂草防除技术

保 护 性 耕 作 有 效 地 防 除 杂 草 技 术 体 系 是 关

键 , 根据保护性耕作的特点需建立健全防除杂草

技术体系。

3.2.3 土壤增温技术

保护性耕作有残茬和秸秆覆盖 , 地温回升慢 ,

是其在东北地区推广应用的制约因素之一 , 土壤

增温技术是重要的关键技术。

3.2.4 配套机具的研制与开发

区 域 耕 作 制 差 异 很 大 , 与 其 耕 法 相 配 套 的 农

机设备是形成技术体系的关键。

4 东北黑土区发展 保 护 性 耕 作 的 目

标与耕作模式

东北平原黑土区保护性耕作根据耕地退化侵

蚀 的 特 点 , 以 育 土 培 肥 、改 善 土 壤 生 态 环 境 条 件 ,

防 止 土 壤 风 蚀 、水 蚀 , 增 温 抗 旱 保 苗 为 目 标 , 通 过

增加土壤有机物料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培肥土

壤 , 通过耕作技术调节土壤的理化性质 , 改善土壤

的耕性 , 科学合理的利用黑土地、保护黑土地。运

用科技手段和技术 , 从改善农业资源环境出发 , 解

决黑土地保护问题 , 改善黑土地质量 , 提高土地的

生产能力 , 使农业资源永续利用 , 实现种植业生产

良性循环 , 推进东北黑土地的农业向持续高效的

方向发展。

建 立 机 械 化 灭 高 茬 整 地 技 术 体 (下 转 第 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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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4 页)系、寒地少(免)耕播种与垄沟深松技术

体 系 、玉 米 留 茬 耕 作 、垄 作(平 作 )深 松 及 少 免 耕 为

技 术 核 心 的 保 护 性 耕 作 技 术 模 式 和 示 范 样 板 , 配

套农机具 , 进行机械化少(免)耕保护性耕作集成技

术示范 , 形成适合该区域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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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 玉米上部叶片的光合产物有 80%

运往子粒 , 为此 , 改善冠层的光照条件对减少上部

子粒败育很重要。在生产中根据品种特性、地力水

平、生产管理水平和栽培条件确定适宜密度。对于

改善光照条件、改善水分及营养水分至关重要。各

方面环境条件的综合优化将会有利于减少子粒的

败育。

3.3 科学合理施肥

通过培肥地力和科学合理施肥 , 尤其是保证

生育后期用肥 , 保证植株有充足的营养 , 促使植株

生长发育健壮。可以防止叶片早衰 , 增强光合作

用。保证子粒发育阶段有充足的同化产物供应子

粒 ,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子粒败育 , 尤其是可保证

果穗顶部的子粒发育正常。

3.4 适宜灌溉及时排涝

玉米抽雄吐丝期是玉米需水的临界期 , 对水

分的需求十分敏感。为此 , 必须保证此期的土壤水

分适宜 , 只有保证充足的水分条件才有利于雌雄

协调。保证小穗小花正常分化和发育 , 有利于子粒

充分灌浆减少败育粒。此时雨量集中易造成涝害 ,

及时排水使根系处于良好生长环境 , 有利于植株

茎叶生长发育和保证旺盛的光合作用 , 有利于减

少子粒败育。如果遇到土壤干旱则必须实施灌溉 ,

以保证子粒正常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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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容易引起倒伏 , 从而造成大幅度减产 , 所以在

选择无限结荚习性分枝型大豆品种高密度种植时

一定要选择抗倒伏品种。选用亚有限结荚习性主

茎 型 品 种 时 的 适 宜 种 植 密 度 应 为 常 规 种 植 的 20

万 株 /hm2 左 右 , 密 度 较 小 时 , 虽 有 分 枝 , 但 是 不 能

弥补由于密度小引起的产量损失 , 当达到常规种

植 密 度 时 , 其 分 枝 为 0, 同 时 产 量 最 高 , 密 度 在 增

加时 , 其单株的产量构成因素各项值递减速度较

快 , 致使产量下降也随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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