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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自然环境条件与农作物布局的调整

蔡红梅 , 汪孟丽 , 王巍巍 , 高 明 , 田子玉 *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 长 春 130033)

摘 要 : 论 述 了 吉 林 省 的 自 然 环 境 条 件 , 指 出 了 作 物 布 局 的 调 整 原 则 , 即 考 虑 充 分 利 用 自 然 优 势 , 因 地 制

宜 ; 有 利 于 建 立 合 理 作 物 生 态 结 构 ; 市 场 需 求 的 原 则 。 将 吉 林 省 分 为 东 部 稻 豆 、中 草 药 、山 野 菜 特 区 , 中 部 玉 米

带 生 产 区 和 西 部 粮 油 糖 产 区 。 并 提 出 各 区 的 作 物 布 局 指 标 。

关 键 词 : 吉 林 省 ; 自 然 资 源 ; 农 作 物 ; 调 整

中 图 分 类 号 : F304.5 文 献 标 识 码 : A

Discuss ion on Natura 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nd Adjus tment of Crop
Layout in J ilin Province

CAI Hong- mei, WANG Meng- li, WANG Wei- wei, GAO Ming, TIAN Zi- y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033 China)

Abs tra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in Jilin province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The principles

of the crop layout were pointed out, including fully utilization of natural advantages, reasonable crop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market demand. Jilin province was then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i.e., east area of planting rice

and soybean,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and edible wild herbs in the mountain, middle area of planting maize and

western area of planting grain, oil and sugar crops. The index of the crops layout in each area was also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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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自然环境条件概况

1.1 土地资源

全省土地面积 19.1 万 km2。全 省 现 有 耕 地 面

积 395.3 万 hm2、草 原 11.3 万 hm2、林 地 786.5 万

hm2、水面 1.0 万 hm2、果园 0.4 万 hm2、可垦荒地面

积 2.2 万 hm2。

我 省 东 部 山 地 丘 陵 区 耕 地 土 壤 多 为 棕 壤 、灰

棕壤和白浆土 。 土 层 厚 度 一 般 在 30～70cm, 土 壤

呈微酸到酸性。

黑土、黑钙土 , 主要分布在京哈铁路两侧的榆

树 、农 安 、扶 余 、德 惠 、九 台 、长 春 、公 主 岭 、伊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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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岭 等 县 (市 )的 黄 土 台 地 上 , 面 积 约 200 万 hm2。

这 类 土 壤 具 有 深 厚 的 黑 土 层 , 厚 度 30～100 cm。

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1.28%～3.42%, pH 值为 5.5～

6.5, 适 宜 各 种 作 物 生 长 发 育 , 是 我 省 中 部 地 区 粮

食商品基地的主要土壤。

淡黑钙土, 主要分布在黑土带以西白城地区和

四平地区西部边缘起伏低山、丘间平地上, 面积约

176.7 万 hm2, 其中: 耕地面积 53 万 hm2, 占全省总面

积的 13.1% ; 占本类土壤的 35% ; 其余为草原荒地。

1.2 气候资源

吉林省气候特点是 : 春季干燥多风沙 ; 夏季温

热多雨 ; 秋季降温快霜来早 ; 冬季漫长严寒少雪。

全省年日照时数为 2 200～3 000 h, 由于地区间差

异, 光能资源在地理分布上很不均匀, 总的趋势是日照

时数由东向西递增, 山地低于平原, 东部低于西部。

年 总 辐 射 量 为 45.98～54.34 万 J/cm2, 作 物 生

长 季 节 的 5～9 月 份 为 22.99～25.08 万 J/cm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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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点由西部平原向东部山区递减。

稳 定 通 过 10℃ 的 初 日 出 现 在 4 月 末 或 5 月

初 , 终 日 出 现 在 9 月 下 旬 或 10 月 上 旬 , 持 续 时 间

120～170 d, ≥10℃活 动 积 温 为 2 100～3 200℃·

d。全省无霜期为 120～160 d。

热量分布总趋势 , 平原热量大于山区 , 南部优

于北部 ; 西部强于东部。

总的看 , 我省热量资源可以满足一年一熟农

作物的要求 , 具有雨热同季的特点 , 对各种农作物

生长十分有利。

1.3 水资源

我省 3 万 m 长以上的河川 221 条 , 其中流域

面积在 5 000 km2 以上的有 16 条 , 分属于松花江、

鸭绿江、图们江、辽河、绥芬河五大水系。

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09 mm, 降水总量为

1 165 亿 m3, 多 年 平 均 河 川 径 流 总 量 为 356.57 亿

m3, 折 年 径 流 深 189 mm, 全 省 地 下 水 资 源 天 然 储

量为 112.2 亿 m3, 可开采储量为 53.5 亿 m3, 地下、

地上水资源总量为 410.07 亿 m3。

地表水资源总的分布特点是 : 东部水多耕地

少 , 中部水少耕地多 , 西部风沙干旱严重缺水。

降雨空间分布特点是 , 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 年

降雨量 400～900 mm。东 部 山 区 半 山 区 降 雨 量 为

710～900 mm, 湿 润 指 数> 1, 属 于 湿 润 气 候 区 ; 中

部 地 区 的 长 春 、四 平 地 区 的 大 部 分 县 (市 ), 降 雨 量

在 500～600 mm 之间 ; 西 部 平 原 地 区 降 雨 在 400

mm 左右。

1.4 林、草植被资源

我省林、草植被资源比较丰富。分布状况是 :

东部是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的森林区 ; 西部是草

甸草原和草原区 ; 中部是森林和草原中间过渡地

带 , 多次生阔叶林。

由 于 森 林 密 布 , 草 原 辽 阔 , 地 域 景 观 复 杂 , 野

生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全省有品种多、贮量大、质

量好的名贵药用植物 200 余种 , 如人参、党参和细

辛等。现在已经被利用的有 100 余种 , 这些中药材

调 出 量 居 全 国 领 先 地 位 , 尤 其 是 人 参 居 全 国 第 1

位。初步计算 , 全省中药材蕴藏量达 1 亿～1.5 亿

kg, 但 目 前 利 用 率 不 到 20% , 说 明 今 后 开 发 潜 力

很大。此外 , 食用山野菜数百种 , 常食用 70 多种 ,

如汉蕨菜、刺嫩芽、大叶芹和薇莱等。果实籽类有 :

红松籽、榛子、山核桃仁和白瓜籽仁等。

2 农作物布局的调整

种植业是由多种农作物组成的 , 种植业结构

是指种植业内部各作物之间的比例。种植业是农

业的基础 , 其内部各作物之间又呈现出复杂的相

互关系 , 因而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 , 影响到整个种

植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及总体效益。当种植业结构

合 理 时 , 可 使 各 种 作 物 各 得 其 所 , 各 抒 其 长 , 均 衡

增 加 产 量 , 改 善 品 质 ,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 有 利 于 生 产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进 , 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和

食物质量的提高 ; 种植业结构失调会出现一些作

物盲目发展 , 一些作物受到排挤 , 就会出现一些产

品积压、毁弃 , 一些产品短缺、紧张 , 导致农田生态

系统恶化 , 经济效益不能持续稳步地提高 , 从而影

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 , 综合考虑诸方面影

响因素 , 确定不同时期种植业的合理结构 , 是农业

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2.1 农作物布局调整的原则

①充分利用自然优势 , 因地制宜 , 发挥土地的

最大增产潜力 , 提高生态效益。

种植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 还受社会技

术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 各种农作物在漫

长的系统发育过程中 , 都形成了对一定自然环境

的生态适应性。农作物种植在最适宜区 , 就能充分

发 挥 其 自 然 优 势 , 获 得 稳 定 的 、持 续 的 增 产 效 果 。

合理调整种植业结构 , 使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功

能稳定 , 从而使农田生产系统得到合理有效的利

用 , 是农田高产的基础。

②农作物布局的调整 , 要有利于建立合理 的

作 物 生 态 结 构 , 这 个 结 构 的 核 心 是 用 地 作 物 与 养

地 作 物 的 合 理 轮 作 。 通 过 不 同 作 物 的 生 态 关 系 ,

对 土 壤 养 分 加 以 调 节 , 是 创 造 合 理 、高 效 的 农 田

生 态 系 统 的 重 要 环 节 , 是 科 学 解 决 种 植 业 生 产 中

生 物 因 素 与 环 境 因 素 矛 盾 的 主 要 途 径 。 因 此 , 在

我 省 目 前 生 产 条 件 下 , 为 了 合 理 的 利 用 土 地 , 获

得 持 续 增 产 , 一 是 要 继 续 进 行 不 宜 耕 地 的 还 林 还

草 , 二 是 要 积 极 恢 复 和 发 展 大 豆 等 豆 科 作 物 的 种

植 面 积 ; 三 是 大 力 发 展 饲 料 作 物 , 做 到 种 草 养 畜

肥 田 , 实 行 草 粮 轮 作 和 间 作 。 从 目 前 由 粮 豆 作 物

和 经 济 作 物 为 主 的 种 植 业 二 元 结 构 , 逐 步 建 立 粮

食、经济、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这是改变传统农

田 生 态 平 衡 之 后 , 现 代 农 业 重 新 建 立 起 的 农 田 生

态平衡的需要。

③农作物布局应以自然因素为基础 , 能够客

观地反映并促进某个特定种植业生态经济区的形

成与发展 , 以便更好地为实现种植业区域化、专业

化、商品化和现代化服务。例如 : 地貌、气候、土壤

等自然因素 , 一般都是布局调整的基础性因素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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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缺少。在布局调整时 , 首先必须树立依赖自然、

适应自然 , 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思想。

④考虑市场需求的原则。当今的农业生产已

步入商品经济阶段 , 各地的作物布局必须考虑市

场的需求 , 既不能生产过剩 , 又不能造成农产品短

缺 , 要考虑生产的农产品既有市场 , 又有较高的经

济效益。

2.2 农作物调整的基本设想

根据农作物布局调整的思想和原则 , 以自然

因素为基础 , 可以把我省由东向西划为东部稻豆、

中 草 药 、山 野 菜 特 区 ; 中 部 玉 米 粮 食 生 产 区 ; 西 部

粮油糖区。

2.2.1 东部稻豆、中草药、山野菜特区

本 区 的 自 然 特 点 是 东 部 山 地 丘 陵 海 拔 多 为

400～1 000 m, 其 中 , 低 山 丘 陵 , 沟 谷 盆 地 纵 横 交

错 , 蕴藏着丰富的小气候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

自然条件和农业分布的垂直变化十分明显 , 具有

发展“立体农业”的优势 , 是我省以林、特产为依托

的重要商品生产基地。

根据统计 : 本区粮食播种面积 101 万 hm2, 其

中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为 46.9 万 hm2, 占 46.50% ; 大 豆

播 种 面 积 为 27.1 万 hm2, 占 26.88% ; 水 稻 播 种 面

积 为 24.1 万 hm2, 占 23.85%。 粮 食 总 产 量 542.8

万 t, 其 中 玉 米 产 量 为 289.4 万 t, 占 53.31%; 大 豆

产量为 59.6 万 t, 占 10.98%; 水稻产量为 181.9 万

t, 占 33.53%。

2.2.1.1 本区农作物种植调整方向与措施

本区具有山区、半山区特点 , 应从该特点出

发 , 因 地 制 宜 , 主 要 以 特 产 经 济 作 物 领 先 , 即 以 人

参为主的中药材生产 , 以山葡萄、山楂等为主的果

树生产 ; 以山野菜生产加工为主的山野菜果仁生

产 ; 在粮食生产方面 , 则以水稻、大豆为重点 , 利用

地表水丰富的优势 , 大力发展水稻 , 调整水稻播种

面积使其占粮食种植面积的 30%, 建立优质高产

的水稻生产基地 ; 增加大豆种植面积 , 使其占粮豆

种植面积的 30%; 适当减少玉米种植面积 , 玉米种

植面积占粮食面积的 35%为宜。

根据该区的自然条件应建立优质高产水稻生

产基地 ; 以人参为主的中药材生产基地 ; 以山葡

萄 、山 楂 为 主 的 浆 果 、核 果 基 地 ; 以 山 野 菜 生 产 加

工为主的山野菜果仁生产基地。

2.2.1.2 本区依据其特有的自然条件 , 具 体 采 取

以下措施

坚持生态农业方向 , 合理调整种植业结构 ; 解

决 好 资 源 的“ 开 发 与 保 护 ”的 矛 盾 , 保 证 野 生 资 源

在合理开发和进行人工栽植中越种越多 , 永续利

用 ; 继 续 积 极 退 耕 还 林 还 牧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恢 复

地 力 ; 调 整 、制 定 和 完 善 一 些 农 业 政 策 和 法 规 , 实

行“以法治农”。

2.2.2 中部松辽平原玉米带粮食生产区

中部为低山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台地 , 海拔 高

度 一 般 在 200 m 左 右 , 是 一 个 波 状 起 伏 的 山 前 冲

积、洪积平原台地 , 绝大部分是黑土、黑钙土、淡黑

土、草甸土等肥力较高的土壤(占 52% )。

中 部 的 日 照 时 数 在 2 600～2 800 h; 年 辐 射

量 在 48.07 万 ～50.16 万 J/cm2; ≥10℃ 活 动 积 温

为 2 800～3 200℃·d, 无 霜 期 为 140 d; 地 表 水 总

量为 19.25 亿 m3, 占全省地表水总量的 5.4% ; 降

雨量在 500～600 mm 之间 , 雨热同季 , 高温多雨

的季节正值作物生长旺盛时期。此区具有较好的

经济基础和粮食生产经验 , 不仅自然条件优越 , 且

临 近 大 中 城 市 , 交 通 方 便 , 科 技 人 员 集 中 , 农 业 技

术装备水平较高 , 是我省乃至国家的重要商品粮

生产基地。

本 区 北 起 扶 余 , 南 至 梅 河 , 东 起 榆 树 , 西 至 长

岭 , 位于北纬 42°～45°30′, 东经 123°5′～127°5′, 基

本 相 当 于 美 国 玉 米 带 的 纬 度(北 纬 40°～45°之 间 ),

自然条件很相似(表 1)。

据统计 , 此区玉米种植面积为 70%以上 , 而美

国玉米带为 40%, 而单产却低于美国 30.13%, 土

壤有机质含量也低于美国 1～3 个百分点 , 究其原

因之一就是农作物种植布局不合理 , 玉米种植面

积过大 , 土地得不到轮作休养 , 地力得不到有效恢

复 ,大面积常 年 连 作 玉 米 , 致 使 玉 米 病 虫 害 发 生 频

繁 , 影响玉米高产稳产 , 以至于玉米单产提高困

难。

农作物种植布局应本着有利于建立合理的 作

物生态结构 , 这个结构的核心是用地作物与养地

作物的合理轮作 , 通过不同作物的生态关系 , 对土

壤养分加以调节 , 是创造合理、高效的农田生态系

统的重要环节 , 是科学解决种植业生产中生物因

素与环境因素矛盾的主要途径。目前此区主要以

玉 米 生 产 为 主 。 据 统 计(吉 林 统 计 年 鉴 2005)玉 米

表 1 美 国 玉 米 带 同 我 省 玉 米 带 的 比 较

项目 美国玉米带 我省玉米带

纬度 N40～45° N42～45°
地势 平原台地 平坦

土壤有机质 3%～5% 2%
无霜期(d) 160～200 130～145
年降水量(mm) 500～700 450～650
玉米面积比重 40% 70%
玉米单产(kg/hm2) 7 900 5 520

60 33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种 植 面 积 占 70.66%,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占 9.10%, 水

稻种植面积占 11.48%。玉米种 植 面 积 比 例 较 大 ,

而大豆种植面积比例较小 , 导致了土壤肥力逐年

下 降 , 有 机 质 含 量 仅 为 2%, 而 且 还 有 逐 年 降 低 的

趋势 , 玉米单产的提高越来越困难。

借鉴美国玉米带的成功经验 , 就是养地作物

与用地作物合理轮作 , 比例适当。因此本区要适当

减少玉米种植面积 , 降低到 55%左右 ; 根据国家部

署本区要建设玉米星火产业带。为适应本区玉米

加工业和精品畜牧业的大发展 , 要调整玉米种植

结 构 , 大 力 发 展 高 油 玉 米 、高 淀 粉 玉 米 、高 赖 氨 酸

玉米和糯玉米、青饲玉米生产 , 适当压缩普通玉米

种植面积。增加养地作物大豆种植面积 , 由现在的

9.10%提 高 到 30%左 右 ; 由 于 地 表 水 资 源 日 益 减

少 , 应适当减少水稻种植面积。

2.2.3 西部粮油糖区

西部是平坦广阔的松嫩、松辽大平原 , 海拔高

度 一 般 在 150～200 m 之 间 , 草 原 辽 阔 , 土 壤 自 然

肥力低。

西部地区年日照时数最长 , 为2 900～3 000 h;

年总辐射量均在50.16万J/cm2以上。西部平原区无

霜期为140 d; 地表水总量为7.08亿m3, 占全省地表

水总量的2%。降雨在400 mm左右。从我省特点出

发 , 西部一般称为半干旱区 , 干燥度 >1.2。

本区作物生长季节有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 ,

但水和土的条件不好 , 致使光、热优势得不到充分

发挥。据测定 , 目前光能利用率仅为 0.29% , 浪费

惊 人 , 如 把 粮 食 作 物 的 光 能 利 用 率 提 高 到 1% 计

算 , 每 公 顷 单 产 也 可 增 至 5 625kg, 将 比 目 前 平 均

单产增长 89.6% , 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力。

据统计 , 近年本区粮食播种面积 43.9 万 hm2,

其 中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为 24.2 万 hm2, 占 55.01%, 大

豆 播 种 面 积 为 1.6 万 hm2, 占 3.64% , 水 稻 播 种 面

积 为 5.8 万 hm2, 占 13.22% ; 而 油 料 作 物 、糖 料 作

物和小杂粮作物却只有 12.3 万 hm2, 占 28.13%。

西部地区土壤瘠薄 , 盐碱地面积大 , 降雨量

少 , 种 植 玉 米 产 量 不 高 不 稳 , 为 此 , 应 该 压 缩 玉 米

种植面积 , 使玉米播种面积占粮豆总面积的 40%

左右即可。本区热量充足 , 日照时数多 , 很适合种

植高油玉米和高淀粉玉米 , 为此 , 在玉米种植结构

中应压缩普通玉米面积 , 增加高油玉米和高淀粉

玉米面积 , 这样更有利于生产优质饲料供畜牧业

发展需要。

向 日 葵 适 应 性 强 , 耐 盐 碱 、耐 瘠 薄 和 耐 旱 , 本

着因地制宜的原则 , 应该扩大向日葵的种植面积 ,

同 时 积 极 扩 种 花 生 、芝 麻 、蓖 麻 等 油 料 作 物 , 把 西

部地区建成我省的油料生产基地。甜菜是有较高

营养价值的饲料作物 , 又是优良的糖料作物 , 种植

1 hm2 糖 甜 菜 , 榨 糖 后 可 以 获 得 7 559 个 饲 料 单

位 , 相当于等量燕麦的饲料价值。甜菜是深根系作

物 , 特 别 耐 旱 ; 甜 菜 又 是 耐 盐 碱 性 强 的 作 物 , 在 土

壤 pH 值 6.0～8.0 环 境 生 长 良 好 , 其 耐 盐 碱 能 力

可 以 达 到 pH 值 9.7。 西 部 地 区 昼 夜 温 差 大 , 更 有

利于糖分积累 , 西部地区适种甜菜的土地面积占

全省适种面积的 45%。为此 , 应在西部地区扩大甜

菜种植面积 , 可生产更多的制糖原料 , 同时给畜牧

业提供营养丰富的饲料。为此 , 应该把西部地区建

设成糖料与饲料生产基地。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

适 合 小 杂 粮 生 产 , 主 要 应 发 展 绿 豆 、红 小 豆 生 产 ,

建设优质的小杂粮生产基地 , 可供出口 , 增加创

汇 ,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西部地区适当缩减玉米种植面积 , 扩大油 料

作物、糖料作物和小杂粮的种植面积 , 使其达到粮

豆种植面积的 35%为宜。

总之 , 依据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源条件 , 考虑发

展畜牧业和出口创汇的需要 , 应该把我省西部地

区建成粮、油、糖生产基地。

3 小 结

根据我省的自然环境情况 , 把我省分为 3 个

区 , 即东部稻豆、中草药、山野菜特区 , 中部玉米带

粮食生产区 , 西部油、糖、小杂粮生产区。

在东部稻豆、中草药、山野菜特区增加大豆面

积 使 其 占 播 种 面 积 的 30% , 水 稻 达 到 30% , 玉 米

面积减少到 35%为宜 , 重点建设中草药和山野菜

生产及加工基地。

在中部松辽平原玉米带生产区调整玉米面 积

使 其 占 粮 食 面 积 的 55% , 增 加 大 豆 面 积 达 到

30%。建设高产、优质玉米生产基地。增加高油、高

淀粉、高蛋白质等特用玉米面积 , 以适应玉米加工

业和发展畜牧业的需要。

在西部粮油糖产区压缩玉米面积到占粮食 面

积的 40%; 增加油料、糖料作物及小杂粮种植面

积 , 使其达到占播种面积的 35%。建设油料、糖料

生产基地和小杂粮生产出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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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43 页 )差 异 显 著 , 但 不 同 脂 肪 源 间 差 异 不 显

著。添加豆油、玉米油都能增加经济效益 , 但以豆

油组最佳。可考虑将豆油作为生产鹅肥肝的脂肪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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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卖方 , 都可以与技术外包方最终达成交易 , 而

投 机 型 的 卖 方 则 无 法 与 技 术 外 包 方 达 成 交 易 , 这

样就可以使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减少。于是 , 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质量需求

在市场上购买到合适的、具有一定质量保证的农

业技术 , 从而使市场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

当前 , 我国正在逐步深化改革 , 加强基层农业

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 各级政府主管机关和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也在广泛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到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中 , 坚持在深化改革的同时

开发创新机制 , 从而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逐步实现农业科技良性发展。在这样的新形势下 ,

技术外包的创新模式不仅可以为农业技术推广提

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 , 而且它也在符合

强化公益性职能、搞活经营性服务要求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下多元化发展的原则 , 因此

是一种十分值得尝试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的实

现 , 不仅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可以积极稳妥地将部

分与市场结合较为紧密、技术要求较高的业务分

离出来 , 对其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进行经营 , 而

且企业等各类经济实体也可以采取合资、合作等

方式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推广领域 , 从而逐步实现

整 个 农 业 推 广 体 系 向 多 元 化 方 向 发 展 的 目 标 , 为

我国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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