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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复台农林业具肃生态建设与生产的蔓音功能，阐连了复合农林韭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及几种复合农林业 

模式．分l析了影响复台农壮业发展的囤素并提出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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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oforest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LIU You Zhao，CHEN Li—Gen(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Nani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JEA,2001，9(4)：46~48 

Abstract Agro|orestry can control soil erosion and develop agriculture．The action and some practice models of 

agro~orestry in West China are demonstrated，and the problems affecting agro[orestry development are also anB 

[yzed FinaHy．sonic countermeasHre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deve[opment of agroforestry in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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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加强生态建设已成为西部开发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西部 

地区又是我国主要缺粮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协调生态建设与粮食供求、经济增长问的矛盾将成为西部 

开发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复合农林业强调系统中树木与非木本成份间生态与经济相互作用，对保持水土、改 

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与发展农业生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夥 瞬，复台农林业是一种具有显 

著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生态农业模式，在西部地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研究并推广复合农林业将促进西部生 

态环境建设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西部开发中复合农林业作用及模式 

复合农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一是可增加土地资源承载力，我国西部地区总土地面积 528万km ，现 

有人口2．85亿人，以全国 56．5 的土地承载22．8 的人口表明西部地区土地资源具有进一步开发利用的 

潜力。水资源短缺及其时空分布不合理、人类对土地资源不合理利用等因素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且土地沙化、盐碱化及水土流失等退化现象仍呈增加态势，为控制土地退化，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土地资源承 

载能力，西部地区必须实施 退耕还林还草还牧以及缓坡改梯田为主要措拖的生态治理战略，而复合农林业 

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是可控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生产力，按照《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至 

2Ol0年我国将逐步把 500万hm 25。以上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西部 10省(区)现有 460万hm2121Z5 以上 

坡耕地，占全国陡坡耕地 60 以上，属于我国主要退耕区，将成为复合农林业重要发展医，其中气候干旱、植 

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将部分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实行乔灌草相结合，恢复和增加植 

被t其治理水土流失的功能强大，亦可促进林业与牧业协调发展_1 。长江中上游地区陡坡耕地退耕实施林 

果、林草、林药等复合农林业模式，控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生产力，促进地区农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可 

增加土地稳定性，提高土壤肥力，坡改梯可有效增加土地稳定性，梯田坡地选择适宜灌木或矮化果树、草本经 

济植物等植于地坎上能显著加强田坎稳定性，且生产薪炭、饲料或果树枯枝落叶进入田面还可提高土壤肥 

力。在缓坡耕地实施等高绿篱问植技术可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其方法是沿等高线按一定间距种植萌生力强的 

速生灌术、灌木化乔木或与草本植物混种构成绿篱，绿篱之间为农作物种植带，绿篱间植已成为坡耕地复合 

农林业常见模式之一。四是对各种退化形式所引起的肥力下降均有很好的控制作用，首先是林木与农作物的 

生态位不同，木本植物可吸收深层土壤中水分和养分，再通过生物归还作用增加表土中有机质和有教养分含 

量；其次通过林木根系穿透作用等可改善土地物理性状(如结构、孔隙度等)；再者部分木本植物如银合欢等 

+ 国家财政部 我国 ‘十五’农业综音开发基丰思路”项 目部丹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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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固N作用．可扩大向土壤中N的加入过程。五是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有效改善耕地环境质量，我NN 

部等地进行了大量农田防护林(网)种植试验，部分试区建立了以防护林为基础的乔灌草相结合的多林种、多 

层次、多功能农田综合防护林体系，具有控制风沙、减少蒸发、增加土壤水分等多种作用，促进了农田生态系 

统良性循环和种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发挥西部地区特色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优势，例如果粮复合生态系 

境是一种将高大果树与低矮作物复合而成的多生物种群、多层次、多功能、多效益的复合农林系统，可改善农 

田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增加农田产出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实践表明，果粮间作模 

式产值是纯农模式的 3．7倍【 ，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地埂边、石旯旮种植油桐、果树等或在玉米地中间种杜仲、 

花椒、香椿等经济树木，均进一步稳定农田生态系统，扩大饲料来源，增加经济收入，促进了畜牧业发展。 

复合农林业模式是指时空上对其组分进行不同的安排，复合农林业系统则指复合农林业模式中环境、植 

物种类和安排方式、管理措旋以及社会与经济功能等的地区性特例，困条件差异复合农林业系统数量可达数 

百个乃致上千个，而复合农林业模式仅有 2o个左右，西部地区常见的复合农林业模式一是传统刀耕火种，属 

于树木与农作物在不同时间上轮作的土地利用方式，早期偶见于我国西南山区，由于种植后水土流失与土壤 

肥力退化等问题，该方式渐为其他技术所替代；二是边界植树，又称“四旁”植树，指在田块边界、沟渠路边栽 

植树木，该复合农林业模式在西部地区广为采用，其功能与防护林或林粮间植相似，如四川省江津市大桥乡 

在 1 990～1993年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的同时，利用田坎土壁、斜坡地栽桑种果树，有力地促 

进了当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增长，贵州省喀斯特山区也有成功运用该模式例证；三是防护林建设，在 

我国西部地区实旋防护林建设时间长、规模大，自2O世纪 7O年代以来进行的 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 

护林、治沙工程等均与复合农林业有关 ，目前我国大面积农田林网、“四旁”植树、农林间作、片林等已构成带、 

网、片相结合的农田防护林体系}四是绿篱间植，该模式在西部地区广泛运用，树木与农作物呈空间立体带状 

分布，可控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如重庆市云阳县桐粮间作与纯桐林对比研究表明，问作系统可减 

轻地表径流，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有利于农作物与桐树的生长，云南省中部地区应用研究也证 

明条带状树篱种植是防止水土流失与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有效措施之一。此外四川、山西、甘肃和陕西等省均 

实施果粮间植模式，黄土高原地区实施桐一粮、果一粮、经济林 粮、香椿一粮等多种林粮间植模式；五是多层树木 

宅院模式，该模式在西部地区最为常见，属空间混栽系统，在面积不大的宅院郁密栽植多种木本与草本作物 

并对其细致管理，具有控制水土流失、增加产出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多种复合功能，如四川省江津市大足乡充 

分利用庭院空闲地植树种果，坑凼养鱼，兴办加工企业，形成了综合生态户 庭院生态户及以养殖业为主的生 

态户等庭院综合开发模式。此外西部地区还有控制水土流失的林草混栽与粮草带状轮作、稻一桑一鱼等复合模 

式，宁夏、云南、陕西、甘肃省(区)等地均成功应用农林牧复合模式。 

2 西部地区复合农林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西部地区复合农林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一是缺少发展规划，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生态农业建设一样，西部地 

区复合农林业建设即使经过各级管理部门立项批准，在研究、建设开始时也仅有一般工作计划，缺乏在深入 

调研基础上编制而成的能指导建设全过程并预测未来发展的(复合)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使建设全过程缺乏 

系统规划依据·阶段发展衔接不上，平衡失调；二是理论研究不够，主要表现为半定量或定性研究较多，定量 

研究不够系统深入，且研究往往仅限于对不同用地系统的简单比较，着力于生态效益分析而对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研究不够，三大效益综合研究更少，至今尚无建立起 l套完整的复合农林业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 

评价方法；三是技术不配套，复合农林业建设涉及农、林、牧、副等多个领域，已有工作对相关技术协调研究不 

够，取得的成果多属理论描述，未能将复合农林业有关领域各项实用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影响了复合农林业 

模式推广应用。加强复合农林业研究与推广的对策一是加强规划研究，建设与发展西部复合农林业应在做好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与农业区划基础上，从国土整治、生态建设与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统筹规划，坚持从实际 

出发，困地制宜，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进行区划与总体设计，制定全面规划。西北干旱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中防风治沙主要区域，复合农林业建设应以林草复合、林果复合、林经复合模式等建设为主要途径，在生态环 

境治理的同时发挥区域资源优势。黄土高原区复合农林业发展方向为陡坡耕地在退耕基础上实行林(灌)草 

复合种植，恢复与增加植被，在缓坡耕地实行梯田化过程中运用边界植树、林(灌)粮间作等项技术。长江中上 

游区在大面积营造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与人工草地的同时，对退耕陡坡耕地采用林草、林药复合种植模 

式·缓坡耕地主要实旋绿篱间植技术与边界植树技术。二是优化设计模式，要研究各种农林牧复合系统的生 

态、经济与社会效益，通过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多学科合成形成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综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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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区、丘陵、平原、牧区、水网区和城市郊区等各种不同类型生态农业建设中总结规律，寻求不同地区、不同 

类型复合农林业结构与功能的优化模式，再用于指导实践，推而广之。三是加强技术创新，复合农林业营建技 

术涉及树种选择、林带设计与造林技术等多方面内容，组织多学科科技人员研究与复合农林业有关的实用营 

建技术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复合农林业中应用，如采用生物技术进行种苗繁育，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复合农林 

业的效益评价与决策等，将相关技术组装配套，促进复合农林业建设与发展。四是抓好示范和推广，建立示范 

基地和推广系统是建设与发展西部地区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措施，建设不同层次的示范基地如示范户、示范 

村、示范乡、示范农场和示范小流域等，推动复合农林业向广度与深度发展，促进西部大开发。同时实行专业 

化生产，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多种形式、多层次、多功能协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把产前良种、化肥农药等 

生产资料供应，产中技术指导，产后加工、销售等有机结合起来，是推动复合农林业发展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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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磐安县生态农业建设对策 

磐安县地处浙江省中部，是钱塘江、瓯江、灵江、曹娥江 4大水系发源地之一．总土地面积 1196km~，其中山地面积占 91．4B ，并地面积仅 

6667hm~，其中水田4467hm。，总人El 20万^。该县生态农业建设主要目标是通过 5年努力舞林覆盖率达到 75 ，病虫草鼠综台葑治率达到 

9O ，秸秆综台利用率达到9O t畜禽粪便处理卓达剜 95 ，农膜回收事达 85 ，无公害农产品占3O -lO年后垒县軎林覆盖卓保持在 75 

以上 ，病虫草鼠综台防治卓达到 95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 ，膏禽粪便赴理卓达到 lOOY．+农膜回收事达95 ，无公害农产品戢量占40 

上·该县生态农业建设的重点一是调整农业结构，提高经济技益，积极引进高产优质盘种，大力推广省工节奉增收的先进适用技术，抓好新品 

种示范片建设t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积极发展农业开发项目+发展食用菌生产+以{胃整品种结构+开发香菇生产新技术为主，为瞎步林业资源的 

损失·年生产控割在 5000万袋以下，利用周边县市车木加工废料，以草代木，综台利用废菌捧，积极发展草菇、姬橙茸、蘑菇等以非丧木为原料 

的食用菌，积极 I进发展食、药两用的中药材新品种．研究配套中药材高产栽培技术，保护野生药材资源，重视擎格野生药材亲种和野生药材采 

集利用，加强高山蘸菜基地建设·太力推广喷蒲灌技术t加太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做好野生蔬菜开发利用工作，重点抓好低产蓑 

目改造、良种推广和名茶开发，努力提高茶园单位面积产量，保持 大磐安云峰 磐安戈井 品牌优势．并新培育出2～3十名茶品种形成系列 

开发·提高茶叶附加值，积极引盛一批抗性好、优质高产杂交水稻制种的新组台t研究剖种高产新技木．实现杂交水稻翻种产业化 积极引导和 

扶持规模化养殖，发展特种养殖t使养殖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2O {太力发展有机农产品和绿色食品，争取通过国际有机茶认证，有机蓑 

产值占茶叶总产值的 4O ，5年内争取高山蔬菜均成为无公害蔬菜t井获得 绿色食品 认证，中药材、食用菌等产业向有枫农产品发展．井建立 

相对稳定的生产基地·二是实蘸 5大生态工程建设，即 竹林果为主的农林复台系统生态工程建设，建立水土保持林、葑护林 经挤林和生态嚣 

观林 4太体系，搞好农林复台系统生态工程建设t重点抓好竹业产业化开发工作，引进新品种，研究与推广屑年产笋等高产高教新技木。以 一 

优两高 农业为目标的农田生态工程建设·通过改革耕作{目I度和采取引进 良种 作物台理搭配及科学施肥等综台配套技术措施，建立高教
、低 

耗、低污染的复音生态农产品基地{以畜牧业为突破口的农牧综台型生态工程建设，充分利用农闻障地和林问草场优势．加速开发草业贵源和 

饲料资源，提高节粮型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比重，加太特种动物养殖规模·以农副产品多鳜加工利用为主的加工企业生态工程建设
． 当地 

农产品为原料发展粮食、竹丰、茶果 蔬菜 菇类、中药材、畜禽等种荐加销一条龙系列化企业群，综合加工农产品．太力提高资源综台利用卓。以 

休假旅解为主的观光农业生态工程建设，发展观光旗游农业，建设好森林公园，使太盘山成为省敏自然保护区，并搞好生态城镇 生态村的建 

设·三是太力推广生态农业技术，防止农业环境污染，对坡度>25 的山禁止开垦，已开垦的应退耕还林}立体种植，如榱一经
，粮．药、粮一羟．饲、 

粮。肥，林一稂 林一药等，充分利用土地贵源，提高复种指数·秸秆直接还田或过鹿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古量，采用轮作
、套种等方式．提高绿肥 

播种面积，在茶桑果匠提倡套种蚕豌豆 苜蓿及其他豆科绿肥{病虫草鼠综台葑治，应用抗病品种，加强健身栽培，太力推广生钧葑治
、钧理机挂 

防治和使用高技 低毒 低残留，选择性强的新型化学农药与生物农药．减轻农药污染·选用中低肥高产品种，碱步肥料施用量
，科学用肥，配方 

麓肥，提高肥料刺用事和有机肥施用量·水稻、油菜，小麦厦冬季药材实行免耕裁培．使作物增产 5 以上，实施农田节水措麓
．推 广垄畦蔻培 、 

薄露灌溉栽培及地膜覆盖栽培·旱地抗旱节水栽培应用杂草 秸秆、地膜覆盖，施用抗旱荆，保水荆等
。 四是搞好生态农业的基磕设麓建设．重点 

是水利工程建设，加强骨干小流域的治理工作，加快土地整治进度，加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实琨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有机结合，把开发 

利用俄源列人生态农业轨道，提高有机靶和农酎产品废弃榜稽环利用辜，实现农机与农艺综合配套
． 同时建设生态农业示范点，抓好全县 8十 

生态不范村和 30十生态示范户，抓好农业技术培训，典型 I路， 点带面+促进全县生态农业建设健康发展
。 

(张 真 吕先真陈有弟金天寿周中良楼有林 浙江省磐安县农业局 磐安 3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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