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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简讯·

黄淮海平原持续高效农业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

1 　背景意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际上提出了可持续农业发展新战略 ,我国明确提出了由传统农业向“高产、优

质、高效”农业转变的新目标 ,从而对黄淮海平原农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技术需求 :急需研究农产品结构

调整、增加农民收入、高效节水农业技术开发等关键技术。上述问题反映了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过

程与资源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之间的矛盾 ,而必须从区域整体的角度来解决。该研究在我国区域农业发展领

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 　主要研究成果

本课题是跨地区、跨部门、多学科的大型研究项目 ,该研究通过技术集成 ,形成了“一个核心 ,二个保障”

的黄淮海平原持续高效农业综合技术体系。即以区域农业系统内部生物结构优化与功能放大技术为核心 ,

以区域水、土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技术为生态持续性保障 ,以优化配置种植业和畜牧业高效集约化技术和设

施农业技术为生物潜力开发与经济持续性保障的持续高效农业综合技术体系。其关键技术包括六大部分 :

1) 节水农业综合技术 　以“作物调亏灌溉与土壤水分高效利用理论”为指导 ,以栽培、覆盖、水肥调控、

土壤深松等农艺节水技术为主体 ,优化地表节水灌溉、机械播收一体化、微灌流量控制以及微咸水利用等关

键技术相配套的新型节水农业综合技术。

2) 种植业结构调整技术 　以主要作物产品优质化和绿色化开发为切入点 ,提出了优质小麦品种与规模

化栽培技术体系、高营养和特用玉米生产新品种结构体系与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优质果品开发及篱壁式

栽培配套技术、以微生态制剂为特色的农产品无公害技术模式。

3) 畜牧业结构调整技术 　以黄淮海平原农区饲草种植为主 ,提出了青刈黑麦产业化生产技术体系、秸

秆资源饲料化“微贮”新技术、波尔山羊杂交改良配套技术以及无公害畜禽产品生产技术。

4) 设施农业技术 　提出了包括日光温室布局区划、温室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新式日光温室建造、温室水

土气热综合调控与高效栽培为一体的系列化设施农业技术体系。

5) 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系统研究了黄淮海平原土壤肥力时空变异特征、沙土水分养分空间特征以

及滨海土壤与耐盐植物耐盐机理 ,为合理利用同类土壤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研究形成了沙土玉米花生间作

高效利用模式、砂姜黑土高分子快速改良技术。

6) 技术集成推动县域农业持续发展模式 　建立了包括以农产品结构调整技术推动县域农业持续发展

模式 (曲周模式) 、以优质农产品产业化推动县域农业持续发展模式 (睢宁模式) 、以农牧结合技术集成带动县

域农业持续发展模式 (禹城模式) 、以农业用水高效利用保障县域农业持续发展 (商丘模式) 、以土地资源高效

利用保障县域农业持续发展模式 (环渤海模式)等持续高效农业发展模式。

3 　成果效益

经过大量的研究与试验示范 ,在不同类型区优化建立和完善了现代化农业试验区 11 个、示范点 220 个 ,

建成中心试区 3. 6 万 hm2、试验示范区 116. 2 万 hm2。形成了实验站 —中心试区 —试验示范区 —推广辐射区

构成的区域农业发展研究与实践以及技术扩散网络 ,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据统计 ,“九五”期间本课题

各试区围绕节水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畜牧业结构调整、设施农业和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技术示范推

广 ,5 年累计应用面积为 504. 3 万 hm2 ,新增经济效益达 54. 66 亿元。

(郝 晋 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