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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用地与养地结合模式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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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凉山州不同地 区
、

不同生产条件用地 与养地模式的探讨
,

提 出了应采取的农业耕作法

则
,

总的目的是达到土地生产能力的持续稳定提高
,

为人类提供丰富的食品资源
,

满足人类生产
、

生活和社

会发展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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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各种非生产性占地增多
,

致 与养地相结合的主要模式
。

在一些低产地区和人少

使可利用作为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相对减少
,

人们 地多的地方
,

耕作粗放
、

营养元素缺乏
,

应先从合理

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粮
、

棉
、

油
、

菜等 )而不 增施化肥起步
,

以无机促有机
,

增加单位面积生物产

断通过集约化经营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
,

传统农 量和经济产量
,

而后逐步做到有机无机结合
,

提供较

业经常应用的休闲
、

撂荒等养地方法已不能适用于 多的有机肥料归还土壤
,

提高土壤的肥力水平
,

即为

现代农业
。

因此
,

用地与养地结合
,

保持
、

提高土壤
“

化肥有机肥型
”

模式
。

应注意
:
(1) 因土壤

、

因作物氮

肥力
,

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
,

增加复种指数
,

促进单 磷钾需求
,

合理配方施用化肥
,

而不是盲目施用 ; ( 2)

位面积产量稳步增长是现代农业的基本原则
,

也是 随着作物产量的增加
,

生物量的增多
,

就应在一
、

二

现代耕作制度的核心问题
。

年后
,

增加有机肥施用量或秸秆还田量
,

以提高土壤

用地
,

即利用农 田种植各种作物
,

提供多种贮 有机质的含量
,

调控土壤中的养分平衡
,

以利于稳

藏能量和营养丰富的粮
、

油
、

菜
、

饲等农产品
,

满足 产
、

增产
。

人民生产
、

生活和农业发展的需要
。

养地
,

即在利用 2
、

利用作物的主副产品作饲料
,

发展畜牧业
,

再通

土地种植作物的同时
,

改善农田生产条件
,

不断保 过农牧结合实现用地与养地结合

持
、

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
,

使农田生产力与作物产 这是农业生产的已有经验
,

也是农业发展应该

量持续增长
,

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用地与 提倡的途径
,

为
“

农牧结合型
”

模式
。

根据各地生产

养地结合
,

实质上就是农田的利用与保养
,

地力的 粮食和副产物的数量和特点
,

又可细分为
“

粮— 猪

消耗与恢复
,

经常协调
、

维护与扩大农 田生态平衡
,

(鸡
、

鸭 )亚型
” 、 “

草—
牛 (羊

、

兔 )亚型
” 、 “

杂— 多

以保证农田永续利用
,

生产力不断提高
。

主要增产 畜亚型
”

等
。

应注意
:
( l) 一个地区采用何种模式

,

应

措施
,

一方面
,

靠更换良种
,

合理密植
,

间作套种
,

提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业资源
,

因地制宜
,

发挥优

高复种指数
,

尽量利用土地
,

充分发挥地力
。

另一方 势 ; ( 2) 畜牧业发展的结构
、

规模
,

要与种植业提供的

面
,

则靠增施肥料
,

有机无机结合
,

氮磷钾及微量元 饲料种类
、

数量相适应
,

饲料种类和产量又关系到种

素相结合
,

灌溉排水
、

保墒防旱
、

减轻水土流失
、

合 植业结构调整 ; ( 3)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对畜

理布局
、

轮作倒茬等来保养地力
,

力求做到用地与 产品的需求会增加
。

从大农业和农业生态平衡的观

养地紧密结合
。

现就凉山州主要的用地与养地模式 点出发
,

畜牧业和养殖业也应有一个大的发展
,

才能

作如下分析
。

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
,

对各种食品的需求
。

1
、

合理增施化肥
,

以无机促有机
,

进而增加土壤有 3
、

在人少土地多
,

土壤瘩薄
,

粗放种植的地区
,

可以用

机质和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一部分耕地种植豆科牧草
,

实行粮草轮作
,

改良土壤

这是凉山州多年来农业发展
、

作物增产
、

用地 它适合于本州高寒山区
,

人少土地多
,

投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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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作物单产低
,

可以种植一部分豆科牧草
,

发展草

食性和杂食性家禽
、

家畜
,

为
“

种草养畜型
”

模式
。

应

注意
: ( l) 种草面积和产量要与畜牧业发展规模相适

应
,

以保证草有所用或畜有足够饲草 ; ( 2) 退耕还草

的同时
,

要注意提高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
,

以保证农

民口粮自给 ; ( 3) 各季牧草要平衡发展
,

尤其注重冬

春季牧草的开发利用
,

以保证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

发

挥综合效益
。

4
、

通过深耕
、

客土和增施有机肥
,

增厚熟化耕层

地下水位高时
,

开沟排水
,

可客土降低地下水

位
,

修建条田 ;建山平塘集纳雨水
,

抗旱保收 ;有水源

时
,

修建水利设施
,

保证灌溉
,

最终建成旱涝保收的

高产稳产基本农 田
。

这些作法
,

既为实现用地养地

结合打基础
,

也为更高级的用养结合开辟新途径
,

适

合于本州的低产田土改造
,

为
“

农田基建型
”

模式
。

应注意
:
( l) 改造要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
,

达到

园田化标准 ; ( 2) 在生态条件好的地方
,

改造后的田

土尽量种植高产
、

高效作物
,

以提高改后效益 ; ( 3) 通

过合理的农耕农艺措施
,

加快土壤熟化
,

增厚耕作

层
,

间作套种
、

轮作养地作物
,

培肥地力
,

使之尽快成

为高产稳产农 田
。

5
、

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
,

既要保土
,

又要改土
,

还

要保水

坡耕地有多种水土保持耕作法
,

可分为三类
:

( l) 以改变小地形为内容
,

主要是按坡地等高线进行

耕作
,

并在表面筑成沟垄状态
,

借以蓄积雨水
,

减轻水

土流失 ; ( 2) 以增加地面覆盖为内容
,

主要利用作物本

身及其产物或其它物质等增加地面覆盖度和覆盖时

间
,

以保护表土
,

减轻雨水冲刷 ; ( 3) 以减少耕作次数
,

增强土壤抗蚀力为内容
,

如少耕
、

免耕
。

主要是利用土

壤凝结抗蚀力强
,

分散则抗蚀力弱的原理
,

力求在生

产过程中少动土或不动土
,

借以减轻水土流失
。

以上

为用地养地结合的
“

水土保持型
”

模式
。

应注意
:
( l) 通

过合理的耕作方法
,

保护耕层
,

减缓雨水冲刷 ; (2) 推

广生物肥田
,

增强土壤通透性
,

减少地表径流 ; (3) 采

取合理的蓄水保墒措施
,

如增加植物稿秆或其它物质

的覆盖度和覆盖时间
,

提高冬春季土壤含水量
。

6
、

从大农业着眼
,

根据农业生态系统平衡原理
,

合

理安排生产结构
,

扩大物质循环
,

充分发挥用地养地

作用

这要根据当地农
、

林
、

牧
、

副
、

渔五业并举
,

保持

生态平衡为着眼点
,

力求做到结构均衡
、

合理
,

并充

分发挥整体效益
,

综合用地与养地
,

坚持宜农则农
、

宜牧则牧
、

宜林则林等
,

为用地养地结合的
“

综合型
”

模式
。

应注意
:
( 1) 在宜粮区要确保粮食安全 ; ( 2) 调

整生产结构要与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
、

生产条件及

管理水平
、

生态条件相适应
,

切忌盲目调整 ; ( 3) 生态

平衡是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

用地的同

时必须养地
,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

发展一些不切

合当地实际的产业 ; ( 4) 农耕农艺措施要合理
,

切忌

掠夺式生产
。

以上六大类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模式
,

在不同的

地区可以采用不同的模式
,

主要 目的是减轻水土流

失
,

培肥地力
,

创建更多高产稳产农田
,

使有限的土

地每年保持较高的生产能力
,

达到农业生产的可持

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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