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吉林省的土地资源概况及退化现状
吉林省是国家粮食主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

产基地，每年的粮食产量、商品粮均居全国首位。
吉林黑土地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较

高，耕作条件优越。
由于多年耕作，大量使用化肥，有机物还田少

“种大于养”，土壤养分消耗量大，农药化肥污染

突出；耕层变浅，犁底层坚硬，保水保肥能力减弱，

水土流失严重，抗御旱涝能力和耕地质量急剧下

降，肥沃的黑土地受到严重破坏，黑土层厚度由原

来的平均 80 cm 减为 30 cm 左右，其中小于 20

cm 的“破皮黄”已占 14.6%[1]，给全省粮食生产带

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2 吉林省现行耕作存在的问题
2.1 耕层浅，犁底层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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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户采用为小动力拖拉机配

套的小型机具进行整地的耕作方式，使耕层逐年

变浅，从而使耕作层下部形成了一个厚度为 5～
10 cm 的坚硬犁底层[2]，并且犁底层逐渐加厚，导

致土壤板结，结构性差，容重增大，孔隙减少，持水

量降低，保水保肥性能减弱，物理性状不断恶化，

土地越种越硬，抗御旱涝能力降低。犁底层难透

水、难透气，有碍于耕作层和心土层土壤水气的贯

通和天然降水的蓄存，妨碍土壤深层水分的利用。
坚硬的犁底层导致作物根系难以深扎，只能在表

层生长，降低了作物抗风、抗旱、抗倒伏能力，秋季

作物倒伏时有发生，影响粮食产量。
2.2 黑土层变薄，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

吉林省黑土地在开发前土壤的理化性质是非

常好的, 多年的不合理耕种方式使土壤的理化性

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黑土层厚度日

益变薄和有机质含量不断下降。在历史上，吉林省

自 然 黑 土 层 厚 度 一 般 在 30～70 cm， 深 的 可 达

100 cm 以上，小于 30 厘米的很少。目前吉林省黑

土层厚度小于 30 cm 的薄层黑土面积已占黑土总

面积 40%，一些原来薄层黑土已变成露黄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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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食生产具有潜在的威胁。
吉 林 省 黑 土 耕 层 有 机 质 含 量 以 平 均 每 年

0.1%的速度在减少。土壤有机质是土壤中最基础

的物质，有机质含量直接影响土壤质量和肥力功

能。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是土壤退化的核心，土壤

有机质含量下降的直接原因是长期采用不合理的

耕作制度造成的。传统耕作制度仅以施用化肥来

维持当季作物生长，有机质补充仅以根茬还田为

主，不能补充土壤有机质的消耗，土壤有机质的

“收”和“支”严重失衡，造成耕作土壤有机质含量

不断降低，为农作物生长发育提供的营养成分不

断减少，最终导致土壤退化，严重影响了粮食高产

稳产。
2.3 水土流失严重，干旱频繁发生

在吉林省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一直沿用传

统的翻、耙、压、灭茬、起垄、播种等作业习惯，机

器进地次数多[3]，过频、过度地对土地进行耕翻，

破坏了其物理与化学结构，土壤裸露休闲，导致水

土流失[4]严重，干旱频繁发生，造成春季扬沙、浮

尘天气，沙尘暴猖獗，生态环境恶化。
传统耕作方法农业用水浪费严重，有限降雨

常因地表坚实、耕层浅，部分雨水径流流出田外，

不能被良好地利用，自然降雨利用程度一直是吉

林省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传统耕作方

式，造成农田长达 6～7 个月裸露，裸露地表每年

风蚀、水蚀带走大量肥沃的表土，导致土壤肥力降

低；年复一年的翻耕使风蚀、水蚀持续进行，导致

耕地退化严重，这是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传统耕作导致的土壤有机质衰竭、生态环境

恶化、产量下降过程是缓慢的，但后果却是致命

的，传统的农业耕作技术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

的发展了。

3 吉林省发展保护性耕作的意义
20 世纪初，由于人类的过度耕作，植被破坏，

导致“黑风暴”[5]横扫美国大陆，成千上万吨的农

田表土被刮走，几千万亩粮田遭到破坏。而秸秆及

残茬覆盖的地方，表层土却被保留下来。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有“风沙紧逼北京”的警告。吉林

省干旱严重，沙尘暴日益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土

壤沙化扩大。无论是美国的“黑风暴”，还是我国猖

獗的沙尘暴，主要是由于乱伐树木、植被破坏、雨

水减少、土地干旱引起的。毫无疑问，植树种草是

十分重要的。但是，沙尘并非仅仅来自沙漠和荒

山，大部分来自地表裸露、干燥疏松的农田。

吉林省由于长期以来连续种植高产作物，重

用地、轻养地的掠夺式生产方式，使土壤肥力和有

机质含量持续下降，耕地退化严重。耕地退化，地

力下降，粮食不可能高产稳产，影响农民收入，容

易出现弃耕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春季干旱、裸露疏松的农田，是

风刮起沙的重要沙源。为了控制沙尘暴，在大力推

行退耕还林还草的同时，需要大力发展能保护农

田、减少农田扬沙的耕作法。如何有效地防止水土

流失，增加土壤蓄水能力，提高雨水利用率，是旱

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

推广保护性耕作就成为现实课题。吉林省必须实

行保护性耕作，否则，未来 20～50 年就要面临严

重的气候、土壤和粮食生产方面的问题。应用保护

性耕作技术，既可以实现多蓄降水、保墒和提高土

壤水的利用率，又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土

壤、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是发展旱地农业最经济、
最有效、最现实的办法。

4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作用
4.1 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保护性耕作增产机理是土壤水分的增加和肥

力的提高，土壤的水分和肥力是影响产量的两个

最重要因素。保护性耕作是农业节水、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和减少水土流失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是破解我省严重春旱这一重大难题最有效的对

策。作为雨养农业区，季节性干旱、尤其是十年九

旱，是我省农业生产面临的重要威胁。保护性耕作

由于免收秸秆，大量秸秆或残茬覆盖地表，增加了

降雨的入渗率。秸秆覆盖又可抑制土壤水分蒸发，

减少了径流，增加了土壤含水量。保护性耕作可最

大限度地降低土壤翻动次数，减少土壤水分的散

失。采用机械深松，可打破坚实的犁底层，使雨水

入渗能力提高，减少地表径流，最大限度地蓄存天

然降水。
4.2 培肥土壤

保护性耕作是培肥地力的有效手段。面对我

省耕地土壤肥力逐年下降，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粮

食生产持续增产的现状，实施保护性耕作，大量的

秸秆覆盖还田，可使土壤有机质连年递增。若每亩

地按 1/3 秸秆还田覆盖，相当于每亩地 增 长 了

0.03%以上的土壤有机质，可以达到提高土壤肥

力的目的。免耕可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减少土

壤板结，提高土壤持续利用质量。
4.3 治理秸秆焚烧，减轻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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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是治理秸秆焚烧，减轻环境污染

的有效方法。近几年我省玉米秸秆总量有余，农民

大量焚烧秸秆严重污染环境，一直是政府关心而

且头痛的大事。实施保护性耕作，采用机械化秸秆

还田，为秸秆利用找到了出路，有效地减少了焚烧

秸秆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4.4 防风固沙，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性耕作是防治沙尘暴、减轻农田风蚀、改
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近年来，我省沙尘暴日趋

频繁，而且强度和范围在不断扩大。目前我省农田

作业采用灭茬或翻地面积比较大，农田裸露休闲

越冬，在冬春季风的强劲作用下，极易起土扬尘，

形成沙尘天气。实施保护性耕作，通过秸秆或残茬

覆盖地表、免耕播种等措施使土壤不再裸露，根茬

可以固土，秸秆可以挡土，而且有秸秆或残茬覆盖

的地表比较粗糙，可以降低风速，最大限度地减少

风蚀，有效地减少了农田扬尘，使沙尘暴的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
4.5 节约成本，增加效益

保护性耕作技术节约农业生产成本。保护性

耕作技术采用机械化免耕、少耕和复式作业，减少

农机进地次数，简化生产工序，降低作业成本

20%左右，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种田效益；秸秆有效

还田，增加了土壤肥力，可以节约化肥支出，起到

节本增效的作用。
总之，在吉林省实施保护性耕作，是以提高耕

地质量、保护环境、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可持

续发展为出发点，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者很

好地结合，可以预见这项技术在我省将得到快速

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广前景。

5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展前景
保护性耕作技术主要是以作物秸秆覆盖地

面，免耕或少耕土壤，用除草剂除草，可以降低土

壤压实程度，减少土壤风蚀、水蚀，减轻水土流失，

保护土壤养分，增加土壤有机质[6]，改善土壤结构，

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抑制农

田扬尘，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

少秸秆焚烧和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实行保护性耕作，是保护

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长期利用和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6 吉林省发展保护性耕作的目标及
模式

实施保护性耕作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

田可持续利用和节本增效为目标，以秸秆覆盖留

茬还田、免少耕播种施肥复式作业为主要内容。基

本要点是秸秆覆盖、免(少)耕播种、以松代翻、化

学除草。
我省应分为 3 个保护性耕作带。一是西部半

干旱区保护性耕作带。主要应推广播种前灌溉底

墒水，少耕播种，苗期深松，秸秆还田覆盖等保护

性耕作技术。二是中部半湿润区保护性耕作带。是

我省雨养农业的粮食主产区，主要推广宽窄行高

留茬种植技术、深松深施肥、免耕播种、化学除草、
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三是东部冷凉湿润

区保护性耕作带。主要推广留茬免耕、垄侧播种等

保护性耕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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