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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作物栽培学科的思考

余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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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作者的切身体会
,

回顾 了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作物生产发展所作 的重大

贡献
,

并根据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
,

对发展这 门学科提出了若干设想
。

【关键词】作物 ; 栽培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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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事作物栽培学的教学和小麦栽培科技的

研究四十多年
,

今天
,

已不做具体的研究工作了
。

每

当回忆起这门学科的贡献时
,

感到欣慰
,

对它在新时

期的发展
,

也时时有所思考
。

这里
,

把这些粗浅想法

写出来
,

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

促进栽培学科的兴旺

繁荣
。

也受生态环境和栽培技术的影响
。

当然
,

也要指 出
,

由于栽培技术一般不具备商品

性
,

综合性和地域性较强
,

有的要求增加投入或改变

生产习惯
,

推广的工作量较大
。

因此
,

在研究和推广

新的栽培技术时
,

要力求做到简易配套
,

软硬结合
,

高产和高效统一
。

当新的技术在群众 中扎根
,

转化为

常规技术时
,

就能长期产生效益
。

1 栽培技术在作物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
,

在一定的气候和种植制度下
,

作物的

产量
、

品质和效益
,

决定于品种
、

生产条件和栽培技

术三者的优劣及其配合状况
。

栽培技术起着综合 自

然优势
,

生产条件和品种特性
,

使之发挥最大效益的

作用
。

如何充分利用有利的 自然因素
,

避开或减轻不

利 因素的影响
,

如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肥水等生产

条件
,

如何选择适宜的品种类型并满足其需要以充

分发挥它的遗传潜力
,

最终实现高产
、

优质
、

高效
,

乃

是科学栽培的任务
。

以小麦生产为例
,

四川省 自19 65 年到 1 99 5年的

30 年
,

代表品种在区试中的产量提高了 37
.

5%
,

平均

一年 1
.

25 %
,

但同期小麦亩产提高了 2 05
.

1%
,

平均一

年6
.

84 %
。

表明这30 年小麦单产的提高
,

大部分源于

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栽培技术的改进
。

建国以来四川

省大面积推广的山农 205
、

阿勃
、

繁 6和绵 阳 11 等 4个

代表性品种
,

其在同一生产条件和栽培管理的区试

中
,

比对 照的增 产 率分 别 为 .4 7%
、

.9 4%
、

.8 2% 和

5
,

4%
,

而在精心栽培 的高产点
,

这些 品种 比对 照的

增 产率大为提高
,

分别达 2 .0 0%
、

16 .7 %
、

14
.

3% 和

1.8 8%
。

同产量一样
,

小麦品质既受遗传因素控制
,

2 把握时代需要
,

拓宽研究领域
,

密切

同相关专业合作

众所周知
,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我国的

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

一直处于短缺紧张的状况
,

千方

百计地增加产量成了农业生产上压倒一切的中心任

务
,

栽培专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

而效益
、

品质和生态

环境等要求
,

则降到次要的甚至被忽视的地位
。

另一

方面
,

2 0世纪 5 0年代学习前苏联
,

把栽培从作物学科

中独立出来
,

研究 内容变得比较狭窄
。

在这样的双重

影响下
,

栽培专家工作的目标
、

任务单纯 了
,

眼界
、

思

路也逐渐变窄了
。

今天
,

我国农业已进人崭新的发展阶段
,

对作物

生产总的要求是
,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

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
,

增加农民收人为 目标
,

妥善处理农民增收

与粮食安全
、

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关系
,

利用

现代科学技术
,

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的协调发展
,

产前

产中产后一条龙的产业化生产
。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
,

作物栽培专家的研究重

点应该选在哪些方面呢 ? 粗略地想到以下一些
:

对栽培技术的研究
,

应把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同

产量一样
,

作为主要 目标 ;要寻求高产优质高效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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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结合点 ;提出的措施
,

应对环境
“

友好
” 。

要以改善生态环境
、

提高品质和产量为出发点
,

研究土壤培肥和施肥技术
,

加强合理轮作和有机肥

积造施用技术的研究
。

要重视节水抗旱等抗逆技术的研究
,

以减轻 自

然灾害造成的产量大起大落
。

要同育种专家合作
,

既要深人研究新品种的栽

培特性
,

又要提出对育种 目标的要求
。

要同计算机专家合作
,

积极进行模式化
、

智能化

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同农业机械专家合作
,

研究

不同生态条件下的实用高效机械化配套技术
。

栽培技术的优化和集成
,

作物的结构调整和优

化布局
,

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产业化生产等
,

都涉及到

许多经济学间题
,

如作物生产成本的计算
,

作物产

量
、

收人
、

成本和盈利的关系
,

技术进步对效益增长

率的测定
,

市场调研
,

加工和龙头企业的培育等一系

列问题
,

都需要栽培专家和经济学家密切合作
,

开展

研究
。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在小麦小窝植和稻田

免耕种麦基础上研究提 出的
“

稻茬麦露播 覆草技

术
” ,

使增加产量
、

提高效率和培肥地力三方面得到

较好的统一
,

深受群众欢迎
,

近年已在四川省大面积

推广
。

据 92 次对 比
,

较一般旋耕机点播增产 11
.

3%
,

省工 19
.

1%
,

劳动净产率提高 68
.

9%
。

为作物栽培技

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证
。

3 坚持实践
,

刻苦学习
,

锐意创新

最近
,

看到著名小麦栽培专家
、

山东农业大学教

授余松烈院士在他的《自述 》中写的一段话 : “

我是一

个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
,

我的专业一小麦栽培

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

不是高新技术
,

也没有高深的理

论 ;我 的成长过程是向实践学习
,

不断搞试验研究
,

理论联系实际
,

学以致用
,

刻苦
、

勤奋地学习和工

作
” 。

(以上引文出自余松烈主编的《现代小麦栽培科

学及其发展展望》
,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 4年9月

出版 )
。

余老的这一段朴实的 自白
,

笔者感同身受
。

记得

十多年前
,

笔者曾经用通俗的六句话总结 自己从事

栽培工作的经验
:
深人生产

,

寻找关键 ;集中力量
,

坚

持数年
; 上下内外

,

协力攻关 ; 品种栽培
,

紧密相伴 ;

勤于总结
,

多作宣传 ;和衷共济
,

高峰永攀
。

笔者的经验证明
,

根据所研究内容的性质
,

灵活

采用实验室
、

试验场和农村基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既能保证科学性
,

取得的结果又便于推广
。

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 的现代科学技

术
,

为包括作物栽培在内的整个农业科学
,

注人了强

大的活力
,

对栽培研究的深人和发展十分有利
。

然

而
,

栽培学科毕竟是一门实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应

用学科
,

检验它的成绩
,

有针对性的理论成果
,

固然

很重要
,

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它在推动作物生产发

展中的贡献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作物生产的要求将越来

越高
、

越多
,

作为新时期的栽培科技工作者
,

唯有不

断学习
、

实践
、

创新
,

与时俱进
,

才能肩负起时代所赋

予的重任
。

毫无疑问
,

认真学习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

从

中吸取营养
,

以开拓视野
,

十分重要
,

但千万不可忽

视另外两个方面
。

一是学习
、

领会党和政府关于发展

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
,

特别是关于农业
、

农村
、

农民和农业科技的方针政策
,

以利认清形势
,

把握好工作方向
。

二是经常深人生产实际
,

开展调查

研究
,

向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学习
,

吸取经验
,

发现

问题
,

启发思路
。

科学技术 的灵魂是创新
。

坚持实践
,

刻苦学习
,

将是我们在作物科技上不断创新的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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