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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我 国 的 生 态 农 业

任 耐 安
因家环境保护局

一
、

生态农业的概念

生态学是探讨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和

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科学 生态

农业就是要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农业生产

生态农业是全面规划
、

协调发展的
、

高效

的人工生态系统 就是通 过 人 的 劳动 和干

预
,

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与功能
,

建立起

高效的人工生态系统
,

以比较少的投人得到

较大的产出
,

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
。

发展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

满足人民对农产品 日益增长的需求 要使

农民富裕起来 使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生态农业是广义的农业 它不局限于种

植业而是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
,

它立足于耕

地
,

努力提高单产
、

但又不局限于耕地 生态

农业是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 相 结 合 的 综 合

体
,

是物质和能量循环不已并不断扩大良性

循环的农业

生态农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 它

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绿色植物的植被面积

最大 生物产量最高 光合作用产物最合

理 经济效益最好 动态平衡最佳

二
、

发展生态农业的必然性

继六十年代绿色革命之后
,

发达国家农

业迅速发展
,

七十年代粮食增长率是同期人

口 增长率的 倍强 由于农业高输人和能量

资源的大量消耗
,

加剧了能源危机和自然资

源缺乏
、

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失调等问题的

产生 以美国为例
,

许多地区农业大量耗水
,

导致水源缺乏
,

地下水 日益耗尽 随化肥施用

量增加
,

增产效果并不明显
,

在伊利诺斯州

年到 年间化肥施用增加 倍
,

而玉

米只增收 倍 美国科学院指出农业施用化

肥仅被作物吸收 肠
,

其余部分 成 为污 染

环境的污染物
、

环境的有害物质 在美国和

日本近来也十分强调
“

有机农业
” ,

他们也深

感
“

石油农业
”的弊病 英

、

印
、

菲
、

瑞士
、

西德

等国纷纷着手探讨生态农业的理论 和 实 践

我国农业正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
、

从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阶段 尽管解放

后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有显著成绩
,

但在农

业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平衡方面
,

还存在不

少间题
,

突出表现在水土流失
、

资源破坏和环

境污染等方面
,

并已构成发展农业生产的障

碍

水土流失是我国一个严重的环 境 问题

据估算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万平方

公里
,

约占国土面积的 每年流人江河的

泥沙量高达 亿吨
,

流失的氮
、

磷
、

钾量接近

于全国目前化肥的年总产量 此外
,

森林资

源
、

草源资源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
,

建国

年来
,

全国森林超采 亿立方米占森林总

蓄积量 亿立方米的 外 草原滥垦现

象亦很严重
,

近 年来被垦草原面积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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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以上
,

占现有草地的 斗久 多 由于围湖

造 田
、

水质污染
、

过度捕捞等原因使水产资源

受到严重损失 以洪湖为例
,

现在的湖面只

是五十年代的 ” 外
,

鱼的产量由  ! 万斤

降到 万斤
,

减少 多 工业
“

三废
”

对环境的污染是严重的
,

全国各大江河的干

流 并受到污染
,

支流 ” 多 受到污染 化

肥
、

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污染使作物
、

土壤
、

水

域
、

畜产品和人体健康受到危害 有的地方

生产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受 到污 染 而 不 能食

用 因此
,

需要发展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

式
,

使生态系统的能量和物质流处于良性循

环
。

我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条件 追溯历

史
,

生态农业是从我国传统的有机农业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据考古发掘
,

早在 年前

新石器时期
,

我国有机农业雏形就已形成 距

今 一 。。年左右
,

种植业与畜牧业就比

较发达
,

不仅家有余粮
,

而且还采集水生食

物 这些经验和技术 年前就传人朝鲜
、

日本
。

尔后又传人东南亚各国
,

逐渐形成区

别于西方的别具特色的东方农业

三
、

当前的农业生态典型

我国的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

生态农业
”
转化的阶段

,

从生态学观点出发
,

推广生态农业必将为我国食物生产和原料生

产系统发挥积极作用 事实上
,

目前我国广

大农村已 出现一批自然形成的农业生态系统

保持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典型

一 稻一蔗 和桑 一鱼一猪 禽 相互结

合 的结构模式

该结构模式形成了能量和物质的良性循

环 广东省顺德县勒流区新埠乡
,

就是一个

典型 这个乡有 人
,

耕地仅有  亩
,

是个人多
、

地少
、

燃料严重不足的地区 大量

秸秆直接作为燃料
,

减少了有机肥料和饲料

的来源
,

导致土壤有机质逐年下降
,

出现了

人
、

鱼
、

畜
、

农争植物秸秆的矛盾
,

直接影响了

农业生态平衡和农牧业 的 发 展 他们利用

人
、

畜
、

蚕的粪便和杂草
、

生物秸秆为原料发

展沼气 产生的沼气用来当燃料和照明
,

沼

气肥下塘养鱼
,

鱼塘肥和部分沼气肥作农用

肥料
,

沼气渣栽培食用菌种蘑菇等这一循环

方式
,

开始生物能的循环利用 他们利用沼气

渣代替牛粪培育鲜蘑菇
,

每平方尺面积可增

加收人 元 用沼气肥养鱼
,

可以促进鱼

苗生长
,

减少鱼病发生
,

近三年来
,

用沼气肥

养鱼平均增产 多 桑树和甘蔗施用沼气

肥
,

也分别增产 多 和 多 这不仅实现了

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

‘

而且也增加了农民收

人

二 稻一鱼共生的生态农业模式

稻鱼共生生态系统 稻田养 鱼 鱼 养稻
、

稻谷增产鱼丰收的稻鱼共生经验
,

已逐渐为

各地所采用 从 一 年
,

在湖北
、

湖

南示范推广面积约 万亩
,

产鱼种 万

尾
、

食用鱼 。万斤
,

产值 万元 稻谷增

产
,

产值 万元 鱼类在稻田中以浮

游生物
、

杂草以及底栖动物等为食
,

食量和排

粪量也逐 日递增
,

一尾 一 寸的草鱼 日食量

相当于鱼体重的 多 排粪量 为吃 草量的

肠 鱼类食用了杂草
,

并把杂草变为肥料
,

使稻鱼双获丰收 全国不少地区出现了稻 田

亩产
“

千斤稻百斤鱼
”

的专业户
。

三 以水产养拉业为主生态农业模式

多半在水网地带
、

低洼地带及沿海滩涂

地带
,

实行高循环种养
,

立体养殖
,

通过
“

食物

链
” ,

物质多级消费
,

多次输人输出
,

组成复杂

的
“

食物网
”
养殖场 村 内形成鱼

、

牧
、

种

植
、

加工
、

销售一条龙的自然经济实体 充分

利用水体生物的循环作用
,

形成立体养殖
,

鱿

鱼吃植物性青饲料
,

墉
、

鳞鱼吃面层浮游生

物
、

螂鱼
、

鲤鱼吃水体下层饲料
,

生鱼
、

黑鱿吃

小鱼
、

虾
、

螺等水生动物
,

鱼类排泄物又是水

生生物的营养 这样合理混养既净化了鱼塘

的水质
,

又提高了饲料的利用率和鱼塘生产

力 东台县水产养殖场即为一例 围绕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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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种植青饲料
,

办起养猪场
、

奶牛场
、

养鸡

场
、

长毛兔场
、

养貂场
、

加工厂 以渔业为主

多种经营
,

变饲料直接投放
,

为重复利用
,

收

到了经济
、

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性效益

年盈利是 年的   倍 顺德县逢简乡

养殖专业户
,

以渔业为主
,

兼营农
、

牧生产
、

从

困难户一跃成为万元户

四 农牡渔 全面 发展的生态模式

以种植水稻为主
,

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的

动平衡为主导思想
,

以无污染和低污染的再

生能源的获取和综合利用为主要中 间 环 节
,

串联农林牧副渔业和加工业
,

以求得最优化

的经济效益
,

同时达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的目的 北京市大兴县留民营村就是一例 该

村从发展畜牧业人手
,

以发展沼气为纽带
,

使

留民营村初步形成了生物能源和物质重复利

用的良性循环系统 畜粪和稻草发酵沼气

沼气供照明
、

做饭和取暖 饲料和鸡粪喂猪
、

沼气渣养鱼 沼气肥下地
,

既增产了粮食
,

又

促进了畜牧业发展 种地养地有机结合
,

使

土壤有机质逐年增加
,

农业生态平衡逐步得

到恢复 农民的收人增加
,  ! 年人均收人

元比 年增加 朽 元 现在的留民营

村已逐渐成为
“

首都的副食品基地气

五 旱地根林草枚型生态农业

农田营造防护林网
,

作物 以玉米大豆间

作实现农 田立体栽培
,

光照强 度 增 强 一

并 禾本科和豆科作物轮作
,

发挥了豆科

作物根瘤菌固氮自我施肥作用 防护林保肥

保墒保苗
,

控制了风沙灾害 这样增加了粮

食
,

增加了农民收人 辽宁省昌图县
,

在占总

耕地 的平原地区实行 方 田 林 网化 的规

划
,

使农田受到林带的保护
,

显示了明显的环

境效益 据实地调查
,

林网内空气湿度提高

一 多
,

蒸发量减少 并
,

土壤含水量增加

沁
,

风速降低  !多 在  年风灾中宝

力乡农田林带发挥了抗御自然灾害的积极作

用
,

大灾后的  年粮食产量还获得增产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
,

是一风沙大
、

自然灾

科 学
。

害频繁的地区
,

他们采用造林治沙
、

乔
、

灌木

和草相结合
,

治理改造沙漠
,

大大加大绿化

面积 。多 的固沙区都种上了庄嫁和树木
,

树林内动植物种类也逐渐增多
,

变荒漠为绿

洲 从  年至  年粮食 增 产 近

万斤
,

相当于 年至 年 年的粮食

增产总数  年社员平均收人比 年

提高了 倍

六 城郊菜
、

粮
、

奶
、

果
、

禽
、

鱼型生态 系统

城镇人口 集中
,

蔬菜肉蛋奶果等主副食

品需要量大
,

品种众多
。

需要城郊建立菜
、

粮

奶
、

果
、

肉
、

蛋
、

禽
、

鱼综合发展的生态经济 系统

和副食品基地 现在各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典

型 吉林市郊区晓光村
,

是地势起伏
,

坡岗地

多的地区
,

从 年以来
,

逐步建立菜粮林

果牧结合的生态经济 果园从 亩发展到

亩
,

果树从 万株发展到 万株
,

水果

产量从 万斤增加到 万斤 林木面积达

亩
,

蔬菜亩产由 斤增加到 斤
,

人均收人由 元增加到 元
。

形成了山

顶山腰是森林
,

山坡山脚建果园
,

平地缓坡种

菜园
,

塘坝蓄水养鱼
,

户户养猪
、

牛
、

禽 建成

了菜粮林果奶鱼生态经济的雏型
。

从上述六种生态农业模式看来
,

可以归

纳为以下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

农田生

态系统以及水域生态系统
,

及这三个生态系

统互相交错的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等

四
、

大力发展我国的生态农业

我国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
,

并 的人

口生活在农村
,

创立符合生态学原理的农业

生产模式
,

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

保

护农业生态环境
,

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

都具有战略意义 因此
,

我们要大力建立和

发展我国的生态农业

一 认真总结生态农业的经验
,

加强科

学研究
,

树立样板点 在我国农民长期生产

实践中
,

已经积累了不少生态农业的经验 对

于成熟的经验加以推广
,

对 尚未成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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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开展科学研究
,

以得到较为理想的生态模

式 在我国农村要建立以农业经营为主体的

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样 板 点

使农民认识到
,

生态农业的发展
,

不仅有明显

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

对农民自身来说有

明显的经济效益
,

农民的个人收人都得到明

显的增加 发展生态农业对于传统农业来说

是件新事物
,

也是比较复杂的
,

应组织试点
,

做出样子再进行推广

二 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贯彻因地制

宜的方针
,

把发展生态农业纳人乡镇建设的

规划
。

改善生态环境
,

建设生态农业
,

涉及国

土整治
,

综合开发
,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牵涉

面很广 加之
,

我国地域辽阔
,

地区之间自然

环境
、

地理条件以及光
、

热
、

水
、

汽
、

营养元素

等非生物因子差异很大
,

生存于其间的植物
、

动物
、

微生物等生物因子也各不相同 因此
,

应根据各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

发展

不同类型
、

不同形式的农业生态模式 并把

科 学 卷 期

这种模式纳人计划
,

以期从经费和技术措施

上得以保证 如在山地
、

丘陵地可建立森林

生态系统或林牧粮结合的生态系统 平原地

区建立粮食和经济作物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系

统 牧区可建立草原生态系统 水网区可建立

基塘生态系统 而这些生态系统是从小到大

逐渐发展起来的

三 防治工业污染
,

保护农 业 生 态环

境 我们除防止掠夺式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

而外
,

重要的一条是防止城市污染转移到农

村 不少地区的农村为了增加收人
,

接受污

染严重的工业
,

导致对生态破坏和对人体的

危害
,

同时指 出发展生态农业其收人并不比

发展有污染危害的工业收人低 国内有不少

这方面的例证

如果能做到上述三条
,

则我国的农业将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
,

这就是一个

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业
—

生态农业

化 肥 污 染 的 趋 势 与 对 策

张 夫 道
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解放前
,

我国基本上不施用化肥 斗

年全国化肥纯养分为 万吨
,

五十年代

为几万至几十万吨
,

六十年代为 一 万

吨 七十年代之后化肥量急骤上升
,

到  !

年为 万吨  
。

就化肥品种而论
,

主

要是氮肥 和 磷 肥
,

例如  年
,

氮肥

万吨
,

磷肥
,

万吨
,

钾肥

风 万吨 亩施化肥量
,

年仅

斤 标肥
,

年 斤
,  ! 年

斤 随着化肥施用量增加
,

粮食产量也随之

增加 若不考虑其它增产因素
,

仅就肥料而

言
,

其效果 外来源于化肥
,

多 来源于有

机肥和绿肥山 要实现我国在本世纪的战略

目标
,

化肥用量必将成倍增长 因此
,

化学肥

料对环境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一
、

化肥污染现状

一 化肥对环境的贡献

氮肥 我国现阶段氮肥品种主要是碳

酸氢镶 简称碳铁
、

尿素和氨水
,

另有少量硫

化肥量指生产量加进 口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