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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农业与河南旱地小麦栽培》

前言

　　干旱和水资源短缺是影响当今人类生存，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一个严峻问题。全球干旱、半干旱面
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4.9％，耕地中有灌溉条件的仅占15.8％。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不足，干旱、
半干旱面积很大的国家。地处昆仑山、秦岭和淮河以北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65％，占全
国耕地面积的51％和人口的40％，却只有全国水资源的19％。许多地区人均水资源低于500m。的极度
缺水警戒线。　　河南省半干旱、半湿润易旱区耕地面积约660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3.9％，其
中京广线以西的丘陵、旱地面积约38lO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6.7％。郑州市地处黄淮平原与黄土
高原交接地带，西部五县属于豫西丘陵旱地区，全市旱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6.73％，最多的巩义和登
封旱地面积分别占到79.1％和78.72％，是一个典型的半干旱、半湿润易旱区。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
，年粮食产量和小麦产量均居全国第一。进入21世纪，河南小麦连年丰收，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
贡献。但豫西、豫北的丘陵旱地小麦产量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全省粮食产量继续提高的一个重要限制
因素。虽然河南省旱地的气候土壤条件优于我国西北干旱区，但我们在旱作农业的科研和技术推广力
度方面还亟待加强，许多干旱半干旱地区行之有效的旱作农业技术没有在全省很好地开发应用，因而
旱作农业尤其是旱地小麦的生产潜力还远未挖掘出来。　　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和
农民群众对旱作农业生产重要性及其生产潜力的认识，普及旱作农业科技知识，加速对现有旱地作物
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旱区的水分利用率，发挥旱地应有的增产潜力，我们组织有关专家
撰写出版了《旱作农业与河南旱地小麦栽培》一书。该书前半部分介绍了有关旱地、旱作农业的概念
，世界和我国的旱地概况和分区；论述了河南省旱地的生态条件和分区；概述了集雨蓄水、兴修梯田
、秸秆覆盖、地膜覆盖、化学保水以及小流域治理的水土保持集雨保墒的旱地综合治理技术。后半部
分对河南省旱地小麦的生育规律及高产栽培技术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当前种植面积较大的旱地小
麦品种作了介绍，是一本有关旱作农业和旱地小麦理论与技术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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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农业与河南旱地小麦栽培》

内容概要

《旱作农业与河南旱地小麦栽培》是关于旱作农业和旱地小麦栽培的综合性著作。全书共分7章。第
一章：主要阐述了旱作农业概念、旱地类型划分，旱地农田水分状况、循环过程及水分平衡；第二章
：论述了旱地作物的生产潜力、降水生产潜力、估算方法以及我国和河南省旱地小麦生产潜力；第三
章：围绕旱地水分管理，重点阐述了旱地集雨蓄水工程、地面覆盖蓄水保墒、保水剂应用技术；第四
章：重点阐述了旱地土壤的蓄水耕作技术；第五章：论述了旱地麦田的土壤水分变化动态及旱地小麦
需水规律；第六章：主要阐述了河南省及郑州市旱地概况、主要生态条件等；第七章：系统论述了河
南省旱地小麦的生育规律、高产栽培技术以及小麦抗旱性鉴定理论与方法。
此书可供有关农业教学、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参考，可用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农民群众学习旱作
农业技术、指导旱地作物尤其是旱地小麦栽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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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农业与河南旱地小麦栽培》

章节摘录

　　干旱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世界干旱、半干旱地区总面积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34.9％，遍
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14亿hm。耕地面积中，有灌溉条件的耕地仅占15.8％，其余都是靠自然降
水从事农业生产。随着人口增加，粮食和水资源的短缺以及干旱的加剧，旱作农业愈来愈受到各国的
关注和重视。干旱是我国和世界农业最严重和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我国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偏旱
地区的土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52.5％，主要分布在昆仑山、秦岭、淮河以北的15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年降水量在250～600mm的半干旱和半湿润偏旱地区的土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21.7％。因此，
我国干旱形势比较严峻，尤其在2008-2009年冬春之交，我国多个省份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
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09年2月3日，全国近43％的小麦产区受旱，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
陕西、甘肃等7个粮食主产区小麦受旱1.43亿亩，比去年同期增加1.34亿亩。其中，严重受旱的5692万
亩，比去年同期增加5610万亩，农业部启动了抗旱一级应急响应。面对干旱，我们应采取最积极的行
动去研究和应对，减少干旱给农业带来的影响。　　第一节 旱作农业概念及旱地类型划分一、旱作农
业的概念旱作农业的发展历史久远，中国是世界旱作农业形成和发展的中心之一，从西安半坡遗址出
土的农业文化遗存来看，我国旱作农业至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中国传统旱作农业成就辉煌，所积累
的以耕、耙、耱为中心，大量施用农家肥，保持水土，轮作倒茬，选用耐旱作物和抗旱品种，用地养
地相结合的传统旱农经验，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旱作农业（dry farming）是指在降水量
偏少、有水分胁迫而无充分灌溉条件的半干旱和半湿润偏旱地区，主要依靠天然降水从事农业生产的
雨养农业（rained farming）。国际上通用的旱农定义，如英美大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对“旱农”定义：
是指在有限降水（典型的是在年降水量少于500mm）的地区，不采用灌溉而种植作物的农业，或者“
旱农是指在有限降水的半干旱气候或地区从事无灌溉的作物生产”。考虑到我国旱农地区的自然资源
及农业生产的特点，我国的农业科研、管理及生产工作者根据国内外旱作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中
国旱作农业的概念与通用的旱农概念的区别：第一，地区范围由半干旱地区扩大到半湿润偏旱地区。
半湿润偏旱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地区之一，夏季多雨，冬季干旱，虽然年降水量可达600mm左右
，但多集中在6、7、8、9月几个月，且年蒸发量很大，需要应用旱农措施保蓄降水，以提高降水利用
效率来获得较好的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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