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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粮食生产潜力与增产配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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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计算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各类粮食生产潜力, 采用 Helmun liet h 估算式计算了全区粮食

气候生产潜力。提出了粮食持续增产的战略对策, 为正确指导粮食的区域平衡政策提供可靠的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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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evaluation of yield of grain and complete set of technologies on sustainable increasing output of

grain in Loess Plateau

XIE Yong- sheng PENG Ke- shan ( Institute of So 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

ences and M 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712100 Y iang ling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b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gr ain yield from 1949 to 1995 in the loess plateau, and

compared w ith present situation o f g rain production in our count y and nearby region of loess plateau, w e

have some new ideas of fluctuation of g rain production and divide up development period of the grain pro�
duction and calculate the climatic pr oduction potentialit ies of grain in this area by using the Helmun equa�

tion� T he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 of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grain yield are put forward, these results

g ive reliable base for policy of regional equilibrium to guide gra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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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包括甘肃、宁夏、陕
西、内蒙、山西的 109个县, 位于本区的西部

干旱内陆, 总土地面积 28 万 km2。地貌主要

是黄土高原沟壑区、黄土丘陵区与风沙丘陵

区, 地形破碎, 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多以旱作

为主, 旱耕地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 87� 80%。

业成为包括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产业农业,

组织和引导农民走向市场, 创造更多的财富。

3�3 � 提高劳动者素质, 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科技支撑体系

� �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 在教育。必须增

加农业教育投资,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一

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稳定农业科技队伍, 抓

好经济林营造、大别山黄牛选育及系列开发、

中药材人工栽培、食用菌开发、特种水产品人

工养殖、水稻旱育稀植、棉花高产优质攻关、

生物防治技术、农副产品深加工与综合利用技

术等科技项目, 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和服务

体系, 让科技走进田间地头, 走进千家万户;

二要在加快农村扫盲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

础上,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建立多渠

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培训体系, 推进

� 农科教 结合的农民 � 绿色证书 工程, 造

就一代新型农民, 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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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生产潜力

� � 根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历年各类粮食作
物单产,参照我国通用粮食产量分级指标, 将粮

食单位面积产量( kg/亩) ( 1 亩= 1/ 15hm2 )划分

为 7等 21 级: ∃ 1 很低产偏上, 粮食单产< 10;

∃ 2很低产 10~ 24; ∃ 3 很低产偏上 25~ 49;

% 4低产偏下 50~ 99; % 5 低产 100~ 149; % 6

低产偏上 150~ 199; &7 中产偏下 200 ~ 249;

& 8中产 250~ 299; & 9 中产偏上 300~ 349;

∋10中高产偏下 350~ 399; ∋11中高产 400~

449; ∋12中高产偏上 450~ 499; (13高产偏下

500~ 699; (14高产 700~ 799; (15高产偏上

800~ 899; ) 16高高产偏下 900 ~ 999; ) 17高

高产 1 000~ 1 099; ) 18高高产偏上 1 100~

1 199; ∗ 19很高产偏下 1 200~ 1 399; ∗ 20很高

产 1 400~ 1 599; ∗ 21 很 高 产 偏 上

1 600~ 1 799。

� � 按照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不同地貌类型、

粮食生产力与各类粮食作物占播种面积比例,

将全区划分为 3 个区, 11 个亚区,见表 1。本区

粮食生产力由西北向东南依次递增。

� � 采用修订的 Helmun liet h 估算式计算全区

各县粮食气候生产潜力, 编制成 5 个区:

� � ∃区为黄土台塬南部中产偏上区, 包括陕、

甘 22个县、市。粮食气候生产潜力平均 463� 9

kg/亩, 最高为 526�5 kg/亩, 最低为 420� 0 kg/

亩。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的粮食重要产区,

粮食生产潜力实现率为 0�45~ 0�50。

� � %区为黄土台塬北部中产偏上区, 包括晋、

陕、甘 31 个县、市。粮食气候生产潜力平均为

429� 9 kg /亩, 变幅很小, 年均亩产为 398� 3 ~

474� 7 kg。稳定系数为 24� 27,居各区之冠。粮

食生产在全区占有重要地位。粮食生产潜力实

现率为 0�38~ 0�55, 变幅较宽, 东部实现率较

高, 西部较低。

表 1�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粮食生产潜力及其实现率

� � 注:高产作物除& , & 1, & 2 为稻谷外,其余均为玉米。

� � &区为黄土丘陵中产区, 包括晋、陕、甘、宁

36 个县。粮食气候生产潜力为 331� 7~ 430� 5

kg/亩, 平均为 379� 9 kg/亩,生产潜力实现率为

0� 23~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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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为风沙丘陵东部中产区, 包括晋、陕蒙

11 个县。粮食气候生产潜力为 295� 8~ 368� 5

kg/亩,平均为 333� 2 kg/亩 ,生产潜力实现率为

0�28~ 0�31。

� � (区为风沙丘陵西部中产偏下区,包括陕、

甘、宁 9 个县、市。粮食气候生产潜力为 206� 2

~ 331�4 kg /亩, 平均为 269� 2 kg/亩, 变异系数

为 16� 05, 高于其余四区。生产潜力实现率为

0�28~ 0�37。

� � 从以上分区可知, 南部台塬中产偏下区的

粮食气候生产潜力实现率较高, 平均为 0� 45,

中部的丘陵低产区次之, 为 0�31, 北部风沙丘

陵低产偏下区较低,只有 0�27。

2 � 增产配套技术
2�1 � 调整粮食作物结构, 建立高产优质粮食作

物生产系统

� � 稳定小麦作物面积,扩大玉米作物面积, 压

缩糜谷、豆类面积。在区内南部建设以亩产

250~ 300 kg 为目标的优质小麦 300 万亩和以

亩产500~ 600 kg 为目标的玉米带 100 万亩,在

中部建设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北部建设 2 万亩以亩产 500~ 600 kg为目标

的优质水稻生产基地。

2�2 � 引进选育高产优质多抗粮食作物品种, 应

用高产高质高效配套技术

� � 总结本区各地旱地玉米亩产超吨粮, 小麦

谷子双亩超吨粮的技术经验。高产作物和高产

品种必须配合采用高产栽培技术方可充分发挥

其高产潜力。高产栽培技术只能产生于高产典

型之中。高产典型除在黄土台塬旱地屡见外,

在山区丘陵也有发现, 各类基本农田、水平条

田、水平梯田、坝地均有高产事例。近年来吨粮

田和双千田(粮食亩产在 500 kg 以上, 亩产值

在 1 000 元以上)在一些地区发展较快,甘肃定

西地区 1991 达�双千 指标的粮田有 5 568 亩,

1992 为 9 963 亩, 1993~ 1997 则达到 1 500~ 2

000 亩; 陕西 1993 吨粮田面积已超过 120 万亩,

1997 则达 200 万亩。通过分析, 发现高产栽培

技术主要有 6 项: 高产品种, 坑田条田, 地膜覆

盖,撮苗密植, 立体种植,重施肥料。

2�3 � 增加能量投入, 提高能量产出效率

� � 为了达到粮食增产目标, 2000 全区能量投

入需由 1990 的 1� 77 154 + 1017J 逐步达到投能

适宜阈上限。还需优化投能结构 , 改善投能环

境和改进投能技术, 保证能量产出量超过投入

量。

2� 4� 增加化肥投放量,提高化肥利用率

� � 2010 本区化肥施用总量需增至 116� 21 万

t,亩均化肥施用量相当增至 15� 43 kg。提高化

肥利用率的措施主要有: 优化肥料组合, 搞好配

方施肥,看雨情看墒情, 做到量水施肥 ; 看地形

按土质,实现平衡施肥; 用地养地结合 , 实行培

肥施肥;提高化肥施用技术,达到高效施肥。在

粮食持续增长的条件下, 力争粮食肥料比超过

20。

2� 5� 合理开发利用地表水、地下水、降水和土

壤水, 提高单位水量生产效率

� � 到 2000 全区灌溉面积需增至 1 179 万亩。

为了提高单位水量生产效率, 还需配施化肥和

农家肥,大力培肥地力; 应用免耕覆盖 , 作好耕

作管理, 采取轮作间作套种, 优化立体种植模

式。试用抗旱保水剂, 提高作物抗旱能力;实现

干旱锻炼与有限补充供水, 选育引进抗旱耐旱

作物品种,推广保墒丰产耕作技术, 达到每 t 水

生产 1~ 2 kg粮食。

2� 6� 建设基本农田,培育和提高土壤肥力

� � 为了改善粮田生态环境, 保证粮食持续增

产, 到 2010 旱地基本农田面积需增至 5 722� 57

万亩。必须大力提高基本农田修建质量, 合理

施用地配和农肥, 选种适宜高产作物, 采用配套

耕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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