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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国农业发展已基本越过温饱要求
,

经济效益已成为普遍追求的首要 目标
。

然而
,

中国

农业现实要求认真对待供需平衡及生态平衡
,

这是首要的国家目标之一
。

在生态系统水平上对农

业进行设计和组装的生态学研究
,

以及在品种选择与种养技术方面进行优化的农学研究的结合
,

可建立起农业持续发展模式
,

能促进农业三大效益统一
。

当前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研究可识别出的

重点有
: ( l) 小流域的农业持续模式

; ( 2) 克服环境制约因子的农业持续发展模式和 ( 3) 绿色食

品原料生产基地农业模式
。

这类研究的技术路线中应注意资助年限
、

过程变化
、

农民实践
、

多模

式的比较
、

设计实用简单模式
,

注意模式非流特点
、

配套措施和失败模式总结等
。

[关键词 ] 持续农业
,

生态农业
,

生态系统
,

农业模式

1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生态学

回顾各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到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农业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依次成为农业发展的一种主导 目标
。

农业从狩猎采集中脱胎出来
,

首先是为了

满足人类生活的物质供应需要 (社会效益 ) ;
随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的发展

,

农业才从自给为主

的状况逐步发展成一种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经济产业
,

并以赢利为目标 (经济效益 ) ; 只是随着

经济发展到了后工业化时代
,

高的生活水平和发达的工业水平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到生活质量
,

更注重农业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食品质量问题
,

农业的可持续性才被摆到议事 日程中来 (生态

效益 ) 〔
1

一〕。

目前
,

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

就一般状况而言
,

人们对农业关注的焦点

已逐步转移到了经济效益方面
。

从
“

丰衣足食
”

到
“

两高一优
”

正是这种转移的反映
。

当谈

到中国未来农产品供求平衡 (社会效益 ) 时
,

人们会觉得这是多余的耽心
;
当谈论到农业资

源环境问题 (生态效益 ) 时
,

又会觉得离自己很远
,

或表示无能为力
。

这是农业发展过程中

合乎规律的一种社会心态
。

然而 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是
,

人多耕地资源少
。

1 9 9 3 年与 1 9 5 7 年相 比
,

耕地面积净减少
1 6 7 2 万公倾

,

相当于四川省耕地面积的 2
.

7 倍仁5〕 。

到 2 0 4 。 年中国人 口要达到 16 亿高峰
,

届

时人均耕地面积在 1 / 1 5 公倾以下
,

而粮食总产却要从 .4 6 亿吨增加到 6
,

4 亿吨
,

因此
,

农业

产出需求的压力很大
。

农业的社会效益问题也不容忽视困
。

农业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不容忽

视
。

当前
,

我国农田养分平衡总量中磷和钾仍亏缺
,

灌溉水需求缺 口 6
.

5%
,

全国水土流失面

积达 34
.

6%
,

沙化面积 1
.

33 %
,

盐碱化面积 8% 圈
。

农药
、

化肥
、

薄膜
、

畜粪污染的状况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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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用量增加而有增加趋势
;

_

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

城镇工矿
、

交通
、

乡镇企业和人民生活对农

业的污染也越来越重
,

不少农产品质量令消费者担心叫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何在农业的社会效

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求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
,

已经成 为从中央到

地方最关注的
一个 目标

。

各国生态学家一直关注农业的持续发展
。

国际生物学计划 ( IB P ) 就研究过包括农业生产

力的全球生物生产力问题囚
。

在提出持续发展方向之前
,

各国早已在探索各种替代农业的途

径川
。

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 E
.

P
.

( ) du m 就曾经领导过农业生态研究小组研究过诸如免耕法的

生态效益等问题囚
。

自 80 年代以来
,

我国生态学家一直在积极开展生态农业研究仁, `)」
,

马世骏

先生作为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主持召开过全国农业生态学研讨会
,

去世前最后一次参加的也

是全国生态农业会议 l[ 〔)]
。

生态学对农业的健康发展 已经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
,

植物生态学在

农作物
、

果树
、

林木的引种
、

育种和栽培技术中
,

种群生态学研究在农作物病虫综合防治中
,

群落生态学在退化土地恢复的工作中
,

都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川
。

因为中国人多地少
,

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中
,

生物与生物之间
,

生物与环境之间互作

关系特别紧密
。

十多年生态农业的实践表明
,

在农业生态系统水平上设计和组装农业模式是

协调农业三大效益关系
,

走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
。

在农业生态系统水平的农业模式研究

中
,

生态学家注重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协调
、

和谐
,

注重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

循环和持续
,

善

于从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结构角度对模式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调整
,

改变对资源进行利用
、

保

护和增殖的格局
。

农学家则善于因地制宜选择不同品种和不同的种养技术提高棉油 肉蛋奶的

产量和质量
,

通过配套技术选择支撑起农业模式中的各种相互联系
,

实现生产中的高产
、

优

质
、

高效
。

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研究是促进生态学研究与农学研究相互渗透的良好结合点
。

2 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

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是指以协调农业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 目标
,

在生

态系统水平 上研究农业的结构
、

功能和技术调控的有关研究
。

.2 1 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研究的重点

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研究的内容 t 分广泛
,

根据我国农业的实际
,

可以识别出以下的研究

重点
:

( l) 小流域的农业持续模式研究

一个小流域包括坡地到谷地间的不同地形
、

不同土质
、

不同水分
、

不同光照
、

不同温度

条件
。

根据资源特点确定小流域利用模式
,

与农业持续发展的关系密切
。

在我国黄土高原
、

四

么 川盆地
、

华南丘陵
、

西南山地
,

小流域在农业土地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
。

近年来小流域利用

出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
:

一种是流域盲 目开发利用
,

致使水土流失加剧
,

生物多样性下

降
,

系统生产 力下降
; 另一种倾向是受生态学原则指

一

导
,

使流域开发利用呈 良性循环
。

如黄

土高原治理中小流域开发实行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的模式取得了很好搭配效果
; 山西闻

喜采用
“

沟边地边打硬埂
,

陡坡大挖鱼鳞坑
,

缓坡修成水平阶
,

沟底下切设谷坊
”

的工程措

施
,

采用
“

柿子盖顶
,

红枣护捻
,

刺槐榆椿缠腰
,

桐果座底
,

黄花菜镶边
”

的生物措施
,

使

农业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川
。

广泛调查小流域利用中的成功与失败模式
,

归纳总结出有关

搭配规律
,

将 十分有利于这些区域的农业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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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克服环境制约的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我国西北华北的干旱
,

东北的低温
,

华南的台风与黄淮海的盐碱
,

都是农业高产稳产的

制约因素
,

单靠种养技术很难克服这类环境制约
,

往往还需要在生态系统水平上制定出克服

制约因子的综合措施
。

在黄淮海区域为克服盐碱制约而开展的研究是成功的
,

是生态学与农

学渗透到研究 中去的典型
。

治理的思路首先是从生态系统的水分与盐碱运动规律人手
,

在开

渠
、

挖井
、

引流工程的基础上建立混林农业
,

农牧结合
,

农村能源等模式
,

加上相应的大 田

高产技术
,

彻底改变了盐碱区的低产面貌 l2[ 〕。

( 3) 绿色食品或无公害食品原料生产基地的农业模式研究

随着人们对食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

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社会需求将对农业生产

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

绿色食品与无公害食品的生产不仅需用病虫综合防治技术和合理施肥

技术
,

而且还包括了选择合理的生态系统模式
。

我国绿色食品生产标准要求有优良的产地环

境
,

合理的生产技术和无害的加工包装工艺〔̀ 3〕。

广东徐闻的国营海欧农场生产的茶叶是绿色

食品
,

农场采用
“
一头牛

,

二头猪
,

三亩茶
,

六亩蔗
”

再加防护林带的合理模式
,

在施肥上

有机肥与无机肥结合
,

植保方面则靠天敌为主 1[’ 〕。

我国绿色食品生产单位现 已超过 20 0 家
,

产

品达 40 0 种
,

无公害蔬菜生产也在大城市郊区和出口菜区迅速发展
。

研究绿色食品和无公害

食品原料生产基地的农业模式
,

将有利于总结规律
,

推广经验
,

更好地指导有关生产
。

.2 2 农业持续发展模式研究的技术路线讨论

农业模式通常包括一年生作物
、

多年生植物以及动物
,

要达到系统结构的稳定
、

天敌平

衡
、

养分平衡
、

水分平衡
、

资金平衡
,

没有 4一 6 年以上是很难达到的
。

目前很多研究的资助

只有 3 年左右
,

因此相当多农业生态系统模式研究得到的结果是模式尚未稳定时的一些过渡

性数据
,

其规律的可信性和系统模式的可持续性是有疑问的
。

可采取的对策包括
:

( l) 对一些特别重要的实验模式的资助年限延长
,

甚至变成永久性的定位站研究
;

( 2) 修订研究目标
,

不仅注重模式变化的最终结果
,

而且注重模式转化中系统的变化趋势

和变化规律
;

( 3) 把建立实验模式改为对现存模式的研究
。

实际生产中普及面广
,

实行时间长
,

仍在不

断应用的模式往往有其结构与功能的内在合理性
,

对现有模式的调查研究可大大缩短模式初

期发育所需时间
。

2
.

3 我国持续农业模式的着重点

针对我国农业模式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
,

在研究我国持续农业模式时应注意考察以下

LJ 个方面 [` s j :

( 1) 从单一模式描述向多模式比较发展
,

寻求更深层次的模式构建规律
;

(2 ) 从复杂模式的营造转向简单
、

实用
、

易持续模式的研究
;
复杂模式

“

易写论文
” ,

但

不易于实施
;

( 3) 模式研究不仅注重能流
、

物流
、

资金流等的定量
,

而且应注重种群关系
、

群落关系
、

营养关系
、

化学关系等
“

非流因素
”

对模式的影响
;

(4 ) 模式研究不仅调查其结构与功能
,

而且研究其调控手段与调控措施
,

特别是配套的农

业技术措施和配套的行政法规措施
;

( 5) 模式研究不仅要注重成功的模式
,

也应注重失败的模式
,

失败模式往往也能得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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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论
。

挖掘丰富的农业持续发展模式
,

揭示深刻的农业持续发展模式构建规律
,

将有利于 中国

农业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

参 考 文 献

[ 1」C o x G W
,

A t k 、 n ,

M D
.

A g r l e u l t
u r a l E e o l o g y

.

W
.

H
.

F r o e m a n a n d e o m p a n y
.

U
.

5
. , 2 97 9

.

阳」骆世明
·

试论中国生态农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中国生态农业的掘起
.

石家庄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9 2

,

78 85

日」来米速水
.

世界自然农法
.

黄细喜等译
.

北京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1 9 9.0

「魂1 F A O
.

`

I
’

h e D e n

枷
s e h d e e l

a r a t i o n o n s u s t a l n a
b l e A g r i e

u
l t u r e a n d R u r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

x n :
A g r i e u l t u r e a n d P

e o )̀ }
e ,

e d i t

( d b y l ) u d a n l
A T a n d H a r r i

s
J C

,

S o u t h S o u t h S o l id a r i t y
, 1 9 9 1

, 2 0一 2 1
.

「5 ] 毕于运等
.

中国耕地资源永续利用之研究
.

北京
: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 9 4
.

仁6」苟红旗
.

2 0 0。 年新增 50 。 亿公斤粮食的潜力与对策
.

科技导报
, 1 9 9 6 ( 3)

:

19 一 22
.

「7」胡鞍钢
,

王毅
.

生存与发展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89
·

仁8」罗
·

麦金托什
.

生态学概念和理论的发展
.

徐篙龄译
.

北京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9 .2

[ 9」(〕d
u
m E p

.

B a s l e E e o l o g y
.

S a u n d e r s e o l l e g e p u b l̀
s
h l n g ,

U
.

S
, 29 8 3

.

「1川 马世骏
·

生态县的内涵发展趋势 (提纲 )
.

中国生态农业的掘起
.

石家庄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9 2 , 6 9 一

70
.

「1 1〕 郭书田
,

张文庆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 与开发
.

北京
:

中国展望出版社
, 19 8 .8

仁1 2〕骆世明
.

区域环境 与生态农业模式
.

中国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

北京
:

改革出版社
,

1 9 9 3 ,

84 一 19 .6

邑1 3〕 刘连馥
.

绿色食品实务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 9 .3

[ 1 4口杨品培
.

不负重托
,

积极办好绿色食品基地
,

提高茶叶的经济效益
·

广东茶叶
, 1 9 9 3 ( 3 8)

:
2 8一 31

·

〔1 5〕 骆世明
.

农业生态学在我国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

生态学杂志
, 1 9 9 3

,

12 (2 )
: 4一 .6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F E C O L O G Y A N D S U S T A I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G R I C U L T U R E I N C H I N A

I
J u o S h im i n g

( ]。 、 z介、 t ,

oj 了
,

八 〕
户二 1 a n d S u份

r

oP i c a l E
c o l。及 ) ,

S
o u t h C h : n a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介 i ty
,

G o a n g z h o u 5 T0 6 4 2 )

A b s t r a e t C h i n e s e a g r i e u l t u r e 15 n o l o n g e r i n s u b s i s t a n e e s t a g e
.

E e o n o m i e b e n i f i t 15 t h e f i r s t

g o a l i n m o s t f a r m e r ` 5 d e e i s i o n
.

H ( ) w e v e r ,
t h e g e n e r a l s i t u a t i o n o f C h i n e s e a g r i e u l t u r e r e -

q u i r e s t o b a l a n e e d e m a n d a n d
s u p p l y

,

p r o d u e t io n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t e e t i o n i n t h e i r d e e i
-

s i o n
.

T h e e o m b i n a t io n o f e e o l o g ie a l r e s e a r e h o n t h e d e s i g n o f a g r o e e o s y s t e m
, a n d a g r o n o m y

r e s e a r e h o n t h e s e l e e t i o n o f e u l t i v a r s a n d e u l t i v a t i o n m e t h o d s e a n h e lP t o e o o r d i n a t e s o e i a l e f
-

f e e t
, e e o n o m ie e f f e e t a n d e e o l o g ie a l e f f e e t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 a n d p r o m o t e it s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

o p m e n t
.

Im P o r t a n t o P Po r t u n i t i e s w h i e h e a n b e id e n t if ie d f o r a g r o e e o s y s t e m r e s e a r e h a r e :

( l ) w a t e r s h e d d e s ig n f o r s u s t a i n a b l e a g r i e u l t u r e ; ( 2 ) a g r o e e o s y s t e m d e s i g n t o r e l e a s e e n v i
-

r o n m e n t o l s t r e s s , a n d ( 3 ) a g r o e e o s y s t e m d e s i g , 1 f o r “ g r e e n f o o d
”

p r o d u e t i o n
.

A e e o r d i n g t o

s o m e w e a k p o i n t s i n f o r m e r a g r o e e o s y s t e m r e s e a r e h
, r e s e a r e h s t r a t e g y s u e h a s r e 、 e a r e h d u r a

-

t i o n , e ll a n g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f u n e t i( ) n
,

f a r m e r ` 5
p r a e t i e e s , s y s t e m s ’ e o m p a r i s o n , n o n 一

f l o w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 t e e h n i e a l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a s p e e t s
, a n d l e s s o n s f r o m f a il u r e , a r e d i s e u s s e d

.

K e y w o r d s s u s t a i n a b l e a g r ie u l t u r e , e e o lo g i e a l a g r ie u l t u r e , e e o s y s t e m
, a g r o e e o s y s t e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