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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环境监测站 南京 210009) 

摘 要 李海峰．江苏省生态农业分区规划殛模式研究．生态农业研 究，1996．4(3)：82~84． 

严于一 按照农业噩划曲赶分原则，依据区域自然资源特点、生产发展水罩和社台经济条件，对江 

苏省生态农韭进行舟 匡规划井选定适宜模式，为更好地指 导江苏省 生志农业建设 的发展提供 

三 坚 关键词 皇查 立 兰三 芝 撕  
Abstract Li HaJfe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Nanjing 

210009)：Patterns and program ming for ec呻 gr IIlturaI divisions in Jiansu province,EAR ， 

1996，4(3)：82～ 84． 

Based on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natural resoDrces，deve[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ecoI~orlnic conditions，ecoagr[cu[turai divis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conducted in ac— 

cordance with fhe princip[es of agricu]tural division．Suitable mode]s for ecoagricu]tura]COn- 

struction for differem regions were set up 

Key words Eeoagricu]ture，Regional programming-M ode[s 

江苏省是个农业 、经济、人El大省，农业生产水平、农严品产量在全国都居先进水平， 

特别是乡镇企业很发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乡镇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中不可避免 

地带来环境污染．制约着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因此 ，在江苏省发展生态农业有着更加重 

要洲意义。发展生态农业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做好分区规划 ，选定适宜模式 ，才能 

充分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优势，使其转为商品优势 ，进而发展为经济优势。 

1 制定分区规划 ，选定生态农业模式 

按照农业区划的划分原则 ，依据江苏省各区域农业 自然资源特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和社会经济条件等 ，我们将江苏省划分为旱地欠发达、湿地灾发达、沿海滩涂 、宁镇扬丘 

陵、湿地发达五大生态区．制定分 区规划，选定生态模式。 

1．1 早地欠发达生态区 

该区位于淮河和灌溉总渠线以北，涉及徐卅l、淮阴、盐城、连云港 4市 。该区主要立足 

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两大优势 ，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 ，发展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型 、以 

林为主的“林牧型”和以占地少、投资省、见效快 为主的“庭院型”的生志农业建设模式 。 

1 1．1 农牧 型 

奉文于 1 995年 7 23口收到 ，1995年 8月 21日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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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平原地区应主要围绕粮食生产 ，发展多种经济作物，同时把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 

地结合起来，形成以农 户为单位、耕地种植为主体的农牧型生态农业模式 

1．1．2 林 牧 型 

该区山区荒地和废黄河区较贫瘠 ，由于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水资源不足 ，抗旱能力差 ， 

发展农业生产宜以草、灌起步，以养殖业为主导 ，形成“林 草一牧 型生态农业模式，改善土 

壤 ，培肥地力 

1 1．3 庭院 型 

该区在沼气较普及的地方主要发展以沼气为纽带、以家畜禽饲养为主的小型庭院式 

生态养殖场 ，注重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挖掘生态农业 内部的潜在效益。 

1．2 湿地欠发达生态区 

该区位于长江 北．涉及盐城、扬州、南通 3市的部分地区，是典型的里下河网湿润地 

区，主要发展水网地区和湖荡滩地生态农业。 

1．2．1 水网地 区生态农 业 

该地区经济基础差 ，文化技术水平底 ，但劳动力充裕。宜利用水域充裕优势，把传统的 

渔业生产同种植业、畜禽饲养业结合起来，发展以水禽、水产养殖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 

的“农禽渔型”生态农业。 

1．2．2 湖荡滩地生态农业。 

该区由于水系变化，以往生长芦苇的沼泽地已变为滩地 ，且面积逐年增加 ，开发潜力 

大 ，可在滩地实行垛上造林、l林间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沟里养鱼或种植水生作物生 

态模式 ，其经济效益极为明显 

1．3 沿海滩涂生态区 

该区是～个成陆较晚的滨海平原，主要包括射阳、大丰、如东、东台及滨海等县 (市)的 

部分地区。该 区拥有高潮匡 上滩地 10．8万 hm (已利用 4．67万 hm )，潮 间带滩涂约 

15．33万hm ，而且每年向外延伸 200~300m，年淤长面积 666 67hm 左右 这一潜在的国 

土资源是解决江苏省^多地少矛盾，振兴江苏省经济的希望所在 。 

江苏省沿海海岸线绵长+滩涂面积居全国之首，有着复杂多样的 自然条件和丰富特有 

的自然资源。但滩涂土壤含盐量高 ．肥力差，植被稀疏 ，生产力低 ，因此 ．首先要兴修水利， 

淋盐洗碱 ，种植绿肥，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开展区域性的生态环境整治。生态农业建设要 

先抓堤内滩涂的利用、有计划地进行潮上带的新匡囤，积极开发利用潮间带资源 。 

1．3．1 堤 内滩涂 的 垦殖利 用 

在淡水资源较丰富的射阳、大丰等县，以发展淡水养殖及种植业为主，兼林、牧、副各 

业 在淡水资源贫乏的地区 种植绿肥 、牧草等为主，发展“绿肥 (牧草)一畜禽养殖”生态模 

式。在新匡围垦区主要兴修水利，淋盐洗碱 ．适当发展淡水养殖等模式 。 

1．3．2 堤 外沸 涂 的开 发利用 

在堤外滩涂区内一是发展海水养殖 ．可引进海水发展对虾、海鳗及 贝类养殖等；二是 

发展畜牧业 ．利用草滩地大力发展湖羊、四季鹅 、肉牛等食草动物。 

l_4 宁镇扬丘陵生态区 

该区位于江苏省西南部 ，包括南京、镇江、扬州等市的丘陵山区 。该区土地资源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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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壤贫瘠 。农业地貌复杂，低洼地与丘陵缓坡交错分布，生物资源丰富 ．但因开发利用不 

当，造成林木稀疏 ，水土流失。水资源严重短缺，抗旱能力差 ，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该区宜发展“以草改山(土壤)，以山育林 ，以林护农 ，以农促工，以工致富 的生态农业 

模式，即从改善丘陵山区生态环境大循环着眼，以牧草起步 ，草灌林结台 ；从搞好生态小循 

环入手 ，改良土壤 ，防止水土流失，逐步形成以牧草开道的山上乔木林、山下经济林(毛竹、 

银杏、板栗、山楂等)的山地立体林业结构 ，建立岗坡开辟茶园、旁 田种植旱作物和经济作 

物的农业结构 ，发展符台山区资源特点的多种经营，开展林副产品深加工 ，发展丘陵山区 

生产 ，脱贫致富。 

1．5 湿地发达生态区 

该区位于江苏省东南部 ，主要包括苏州、无锡、常州 3个经济发达城市．总土地面积为 

861．58万 hm (包括太湖水体)，其中平原约占 67．0 ，丘陵约占3．0 ，水面约占30．0 

该区主要发展专业生产与规模服务相结台、土地集约化的生态农业模式 。 

1．5．1 专 业生产与规模服 务结合的生态农 业模 式 

在乡镇企业发达及有较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地区，开展以专业化生产为主体的生 

态农业建设，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多种养殖业 ，稳步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形成以规模服务为主的区域性生态农业模式。 

1．5．2 土 地集 约化 的生态农业模 式 

该区发展以土地集约化经营为基础 ．以养殖业生产为主庠，以中小型农副产品加工为 

辅 ，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建设，形成内部物质的多层次练台利用 ，节约能源和饲料 ，改 

善基地的生态环境 ，提高生态系统的综台效益。 

2 发展生态农业应注意的问题 

生态农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协同作战，农业部门应主动和环 

保、林业、水利、财政、计划以及有关科研部门密切配合 ，紧密狲作 ；生态农业的试点应严格 

遵循“规划、论证、实旌、检验 程序，深入扎实地工作，推广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形式 

的生态农业模式 ，一定要坚持园地制宜的原则，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搞一刀切 ；生态农业 

建设应尽可能同各种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相结台，同国家实旋的近、中、长期国民经济建设 

规划和工程相结台，对有基础有经验的试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普及和推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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