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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发展早作农业中均面临着两大 严 重 间

题
,

一方面是水分亏缺影响或严重限制农作物收

成的稳定和产量的高低
,

这是早作农业生产的主

要矛盾
,

表现在降水量少
、

降水分布不匀
、

降水

变率大等特点 � 另一方面是与水分亏缺相伴而来

的土壤胁迫
,

两者相互影响
、

相互作用
,

造成了

半干早地区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
,

主要

表现为土壤侵蚀严重
、

土地贫痔
、

盐碱化
、

土壤

保水力差等特征
。

这两大问题致使多数半干早地

区的有限降水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

致使当前农田

产量显著低于按降水量应获得的产量
。

因此
,

通

过多种技术途径提高有限降水的利用效率是当前

挖掘这一地区增产潜力的中心环节
。

近年来
,

各

国学者围绕提高降水利用效率着重开展了以下几

项工作
�

 
!

未用各种技术措施
,

保土蓄水

半干早地区 由于掠夺性的使用土地和不合理

的耕作制度加剧了水土流失危害
,

保持水土资源

是半干早地区农田抗早增产的基础
。

早作农业中

采用保土蓄水措施有
� � 因地制宜

,

应用不同的

蓄水耕作方法
,

如印度在� !一巧! 的坡
、

沟地

段
,

采用打坝
、

拦蓄洪水与径流
,

使土壤侵蚀量

由治理前的 ∀ #∃ % & ∋降到�(∃ % & ∋ ,

也使坝下 荒 地

变为良田 , 而在坡度 ! 一)! 的缓坡农田上
∗

实

行不同作物 +高秆和矮秆 , 等高带状间作 , − 集

水农业
。

国外发展集水农业有 . 种方式
,

一是利

用蓄水地收集 旧间降水
,

作为补充灌溉的水源 /

二是利用天然集水区集水
,

为种植区蓄积作物生

长期间所需要的水分 , 三是利用 田 内集水
,

确保

早作农业生产进行
。

例如阿拉伯的捏夫干早区将

坡地集水产生的径流引到低处的梯田进 行 灌 溉

+集水区与耕地面积为  ( 0 �,
,

在实际雨量只有

1 2 23 3 的地区
,

耕地得到的水量约 等 于 .(( 一

)( #3 3 , 印度采用上述第二种方式蓄水 保 土
,

使小麦 产 量 达  ( (( 一.( (( 4 5 % & ∋ ,

鹰 嘴 豆 达

� )( (一 ( ( ( 4 5 % & ∋ ,

比附近沙漠地产 量 +  ) (一

∀( 24 5% & ∋, 高出数倍 / 6 增强土壤蓄水
,

防 止

蒸发
、

蒸腾损失的改土
、

覆盖
、

除草
、

保水剂等

传统的和改进的农业措施
,

如保水剂中的农用土

壤改良剂
,

大致可分为无机物
、

有机物和高分子

合成物三类
,

施于土壤
,

主要在改善 土 壤 物 理

的
、

化学的
、

物理化学的及生物的性质
,

可显著

地提高降水利用率
。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将钙一

赤 + 7∋一 8 9 , 合剂应用于小麦生产中
,

在宁夏

南部山区“∀ ∀
∗

: & ∋早地上增产; !一�) ! ,

取 得

明显经济效益
。

 
∗

充分利用贮存水分
,

发挥旱地增产

潜 力

如何使早地有限的土壤贮水得以高效利用
,

一直是各国科学家研究的热点
,

目前主要有以下

.个途径
0 � 选用适宜早地条件 的 作 物

,

培 育

适应当地条件的稳产
、

高产的作物品种
,

如印度

选育的高粱杂交 种 < = 7 . :>
,

木豆 = 7 ? = ;:
,

花生= 7 ? 8 ; ≅ 等
。

墨西哥选育的矮 秆 小 麦 品

种
,

它比过去的小麦品种增加  一 .倍产量
,

却不

增加耗水量
,

其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一.倍
。

− 采

用适应于不同环境条件的栽培制度
。

如印度在降

雨量为∀ )一 ;( 23 3 的地区实行间作套种 , 在降

水量超过 ;(( 3 3 ,

土层深厚
、

可蓄积.( 23 3 降

水的地区实行增加复种指数
,

即一年两熟制 , 在

干早少雨情况下
,

实行减少作物密度的办法来获

得一定的收成 / 在天气反常
、

雨期来迟
、

季风雨

中断或雨期提前结束条件下就改变常 规 栽 培 制

度
,

以适应异常气候
。

6 改善土壤 营 养 条 件
。

国内外大量早农实践证明增施肥料培肥土壤可显

著提高作物对水分的利用效率
,

是一项重要的抗

早增产措施
。

早地施肥的抗早增产效应可归纳为

直接的营养作用
,

以肥调水的作用
、

改善土壤结

构
、

增强土壤的保水供水能力和提高作物的生理

耐早性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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