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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业

农业是人类最古老的产业。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是分别

从采集和狩猎发展而来的。

原始农业是从采集过程中逐渐产生的。采集在当时主要是

由妇女承担。她们长年累月地从事采集，对于那些可食植物的

生长和成熟十分关心，通过长期的观察、摸索，逐渐认识到某些

落地的种子能够发芽、生长，提供更多的食物。经过试种，逐渐

学会了栽培作物，这样，便出现了原始农业。原始农业出现在新

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规模极小，耕作方法也异常粗放，一般是

先砍倒树木，放火烧光，用简陋的石铲、石锄和木犁来开垦，然后

撒上种子，一旦成熟，就用石镰、石刀来收割。由于产量很低，原

始人除农业外，还需要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取生活资料。

原始畜牧业是从狩猎中发展起来的。早在旧石器时代的后

期，原始人已经驯养了狗和羊。他们用狗来协助打猎，同时也作

为肉食的储备。后来，人们还把羊羔和其他幼小动物抬回住地

饲养，发现这些幼仔长得很快，繁殖又多，比打猎还靠得住，于是

便出现了原始畜牧业。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丰富了

原始人的肉食，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乳类、油脂、皮、毛、骨等产

品，有些被驯养的动物还可以作役畜来驱用。因此，恩格斯把当

时的畜牧业看作是人类解放的新的手段。

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能够通过自

己的劳动来增加动植物的生产，生活有了保障，人口不断增加，

开始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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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

从奴隶社会起，经过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

这个阶段称为传统农业阶段。

铁制农具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发展已进入传统农业阶段。

奴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明显地表现在农业、畜牧业方面，各奴

隶制国家已开始使用金属农具，采用畜力拉犁耕田；许多国家还

兴修了水利灌溉工程；农作物的品种也日益增加，收获量也不断

地提高。

约在公元前一千年，铁制农具开始在生产中广泛使用。耕

地使用重犁，往往要用好几头牛来牵引。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分

期播种作物了，大麦冬种夏收，水稻春季种秋季收，豆类和胡麻

夏种秋收，并且懂得利用粪肥，还注意防旱防涝，建立灌溉系统。

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铁制农具已广泛使用；灌溉事业也

相应地发展起来，各地还开凿了不少沟渠、水井和池塘。同时，

农畜的饲养日益普遍。人们在农畜饲养的数量及技术方面都有

很大的提高。

传统农业的特征是：农业生产主要靠人力和畜力，生产工具

主要是手工工具和铁器，生产技术主要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

经验，肥料主要是粪肥和绿肥。生产规模较小，以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十分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

分工。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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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在现代工业

的支援下，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很快，先后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从而进入现代农业阶段。

现代农业中各种现代农业机械代替了人力和畜力。现在，

发达国家不仅拥有足够数量的农用拖拉机和动力，而且形成适

合各自国情的农业机械体系，从基本机械化发展到全国机械化。

农作物的田间作业及农产品的运输、清选、烘干、入库的整个过

程都使用机械。农业电气化也有很大发展，除生活用电外，电力

还广泛应用于灌溉、脱粒、干燥、贮运、加工、挤奶、剪毛、饲料调

剂等多种农牧作业，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也在向机械化和电

气化的方向发展。

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

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化肥成为农业增

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用高效、低毒、低

残留的农药代替低效、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除草剂，给实行

免耕法或少耕法创造了条件，既可节省能源，又可防止水土

流失。

现代农业的特征是：农业生产由机械化到电气化、自动化，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技术主要不是依靠经验，而是依靠现

代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区域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不断发展，农业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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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

在现代农业中农业生产获得大发展，但生产的发展和分布

存在着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在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出现

了以下一些问题：①能源消耗太多；除农业动力直接消耗矿物燃
料外，工业提供的农机设备、化肥、农药、塑料等无一不是从矿物

能源转化而来。农业耗能太多，投资太大。②自然资源和生态
平衡遭到破坏；在农业生产中，由于不考虑自然规律，致使森林、

草原等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平衡失调。

③环境污染严重；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严重污染了土
壤、大气、水源和食品。

由于存在着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已经给农业生产和人类的

生活造成严重威胁，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各国根据

生态学的理论，正在规划、组织和进行“生态农业”的生产试验。

“生态农业”不仅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有效地提高农业

生产力，而且可以避免能源消耗太多所带来的一些弊病，维持自

然界的生态平衡。

我国生态农业试点工作已在全国普遍展开。据全国 圆远 个
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 苑园园 多个生态农业试验
点。一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农林牧副渔全

面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已经初步形成。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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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农业

立体农业是指巧妙地利用各种农作物在生产过程中的空间

差、时间差及其他生物学特点，实行间、套、混、铺、挂、架等立体

种植和层养、混养等立体养殖方法，建立起多物共生、多层次搭

配、多梯极循环的生态系统。这种立体农业使种养业合理配置，

最有效地利用土、水、光、热、气等自然条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

资源利用率、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商品率，并在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的同时，改良土壤理化性状，防止土地肥力下降和环境污染，使

农业建立在长期的良性循环之中。

我国农村土地不足，却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发立体农业，

发挥亿万农民的聪明才智，实行一年多熟，一地多用，发扬精耕

细作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可以缓解人

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无论是富庶平原，还是贫困山区；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广

大内地，都可以普及推广。立体农业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前景。

农作物的生长

（一）庄稼的命根子———水

水分是作物的重要营养物质，植物的 苑园豫 耀 怨园豫由水组
成。种子的萌发和庄稼的生长，都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在农业

生产上，水是决定收成有无的重要因素之一，农谚说“有收无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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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水”就是这个道理。

水是植物体跟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所不可缺少的，农作

物只有在水充足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命代谢活动。土壤

里的营养物质溶在水里才能被庄稼吸收，叶子是以水和二氧化

碳作为原料制造食物的；植物体内的各种生理变化在充满了水

的细胞里才能进行，所以说水是庄稼的命根子。

庄稼吸收水分大部分消耗在蒸腾上。据观测，夏天一片叶

子在 员澡内所蒸发的水分，比它自己原有的水分还多。庄稼蒸发
水分是它生活所必需的，旺盛的蒸发加速了根对水分的吸收，土

壤里的养分可以随水流被带入植物体内，供庄稼生长发育的需

要。水分的蒸发还可以降低叶面的温度，维持和大气温度的平

衡，以免受害。

人们常见的水稻、小麦、黄瓜、萝卜、蕃茄等栽培植物，主要

依靠人工灌溉来满足它们对水分的需求。特别是比较干旱的地

区，更需要定期灌溉。我国北方地区，种一亩小麦大约需水 源园园
耀 缘园园贼，一亩蔬菜需水 缘 园园园 耀 苑 园园园贼，一亩水稻需水 员 园园园 耀 员
缘园园贼。“水是农业的命脉”，生动地说明了水在农业环境中重要
作用。

（二）农作物的生长基地———土壤

俗话说：“一粒入土，万粒归仓。”肥沃的土壤是作物长得

好、产量高的基础。

土壤中含氮、钙、磷、钾、镁、硫、铁、锰、锌、铜、钠、硅等许多

矿物质元素，这些都是农作物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有的物质是

构成植物机体的成分，而有的物质参与植物体内的新陈代谢过

程。因此，土壤里各种营养物质种类和数量的多少，是土壤好坏

的主要标志，对作物的生长发育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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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酸碱对作物的生长影响很大。碱性土壤中微量元素

（如铜、锌、锰和铁）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使作物容易出现缺铁缺

锌等症状。碱性土易造成土壤可溶性盐过多，盐浓度过大，作物

吸收水受到阻碍，对庄稼产生毒害作用。酸性土容易引起缺磷、

镁、钙，增加汞、铬、砷、镉的溶解度，使得易被作物吸收。一般作

物要弱碱弱酸的土壤里才能生长良好，过酸过碱对作物生长都

不利。

工厂的废水、废渣侵入农田，或者利用污水灌田和施用化学

农药、污泥等，都可引起土壤有害物质的增加，造成土壤污染，危

害植物生长；并因作物的吸收，使土壤有害物质进入作物种子和

茎叶里，人畜吃了，引起慢性中毒。因此，合理使用农药，及时处

理废水等污染源，必须引起人类的重视。

（三）绿色工厂的原料———空气

人们通常把植物的绿叶比作绿色工厂。绿叶以二氧化碳、

水和矿物营养元素作原料，经光合作用合成糖、淀粉、蛋白质和

脂肪等有机物。其中二氧化碳来源于空气。植物除去水分的干

物质中碳的重量要占 远园豫左右，可见，二氧化碳是绿色工厂的
主要原料，是植物合成各种有机物不可缺少的气体。

植物像动物一样，也要进行不断呼吸，以此来维持生活。它

从空气里吸进氧，进行新陈代谢，再呼出二氧化碳，因此，氧气同

样是植物维持正常生长发育所必需的气体。没有空气，植物是

无法生存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工矿企业排放的废气越来越多，废气

里各种化学物质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由此引起空气成分的变化，

使空气内的二氧化硫、氟化氢、氯、汞、铅和二氧化氮等废气量不

断上升，造成空气污染日渐严重。这些有毒物质能直接危害人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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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影响植物生长，造成产量下降。因此，清洁干净的空气

是植物根深叶茂、生长健壮的重要条件。要增强绿色工厂制造

有机物的能力，就必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空气污染。

（四）绿色工厂的动力———阳光

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也就是说没有阳光，绿色植物

是无法生存的，绿叶利用吸收的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造制有机

物，将一部分光能转变成贮藏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以供给自身

的需要，同时还维持着人类和动物的生命。

植物在暗处生长一段时间，就会产生黄化现象，主要原因是

没有光不能形成叶绿素，但能形成胡萝卜素和叶黄素，而使植物

体呈现黄色和黄白色。黄化植物因缺少叶绿素而不能进行光合

作用，是不能存活的。

光照对植物发育影响很大。在植物花芽开始分化时，光照

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形成的有机物越多，越有利于花的发育。

光照强弱还能影响水果内花青素的形成及淀粉糖化的速度，因

此强光照射有利于促进果实的成熟。

农作物产量的高低，与它在光合作用中制造有机物多少有

直接关系。合理密植，间作套种，就是使阳光尽量多地照射在农

作物上，尽量少地照射在空地上，充分利用阳光，提高单位面积

的产量，是争取农业丰收的重要途径。

（五）植物生长的重要条件———温度

温度是植物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当温度升高

时，植物生命活动就随之增强，直到一个最佳温度为止，以后就

逐渐减弱，如果温度过高，植物会发生死亡。

温度是随季节、昼夜的变化和因纬度、海拔高度的不同而不

同，而植物本身又是一个变温的有机体，其温度的变化是趋向于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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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环境温度，因此植物生长、发育和产量是受环境温度影响

的，特别是极端的高温和低温对植物影响更大。

一般植物在 园 耀 猿缘益的温度范围内，随温度上升，迅速开始
生长的。但是不同植物所需要的温度是不同的。例如热带植物

的橡胶、椰子、可可等要求月平均温度在 员愿益以上才能开始生
长，亚热带的果树柑橘在 员园 耀 员远益生长，温带果树在 员园益，甚至
低于 员园益就可以生长了。不同植物其生长期长短也是不同的，
一般南方树种的生长期比北方的长，特别是湿润的热带地区，树

木全年都在生长。

我国劳动人民很早以前就注意到冬小麦春播或北方某些作

物引种到南方虽也是秋播，但都不能在当年抽穗结实，这是因为

某些植物的开花结果需要一定时间低温的刺激，这种需要经过

低温阶段才能开花的过程称为春化过程。冬性愈强的作物，春

化需要的温度愈低，持续低温的时间也要求愈长。对于夏季作

物如水稻、玉米、棉花、高粱等，还可用 圆园益或更高的温度进行
春化处理，称为高温春化。

昼夜温差的变化，对作物生长发育影响很大。番茄以日温

圆远郾 缘益和夜温 员苑益生长最好。变温能提高种子萌发率，促进开
花结实，影响植物形态建成，决定植物分布等。可见温度是影响

植物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

我国主要的农作物

（一）五谷之首———小麦

小麦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是古老的作物之一，一般认为它起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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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亚洲西南部。小麦栽培在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小麦含有

丰富的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磷、钙、铁等物质，营养价值

很高，适于人类生理的需要。目前，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约 圆园 亿）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故称小麦为五谷之首。
小麦在我国分布广泛。长城以南，岷山、大雪山以东，秦岭、

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是我国小麦的主要产区，秦岭、淮河以南

的地区，是小麦的第二大产区；另外，西藏高原、东北平原、青海

湖畔等地都有小麦的种植。

小麦有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我国以冬小麦为主。冬小麦

在寒冷的冬季生长，能充分利用冬春季节的光、温、水等自然资

源，并与春播或夏播作物相配合、轮作倒茬，提高了土地的利

用率。

现代小麦播种方式通常采用畜力或机器条播。备耕期间要

施足底肥，基肥应占化肥总量的 苑园豫左右，并且要深施入土
员缘糟皂左右。为防止病虫害，提高产量，要求在播种前 猿园凿 及播
种前一天，用辛硫酸、托布津、硫酸亚铁等药物拌种。

小麦是一种比较高产稳产的作物，在生长期间，加强田间管

理，增产的潜力很大。

（二）东方人的主食———水稻

水稻的生产主要在亚洲，其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

怨园豫。水稻种植几乎遍布我国，但主要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的
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四川盆地和广大的丘陵地

区，而江西和湖南两省水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愿园豫以上。
水稻的类型和品种较多。按地理分布、形态特征、生理特征

和品种亲缘关系的差异分为籼稻和粳稻。“秧好一半稻”，说明

培育壮秧是水稻高产的重要环节。为了培育壮秧，必须从精选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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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种、催好芽开始，抓好精整秧板、适期播种、适量匀播，精细管

理等各个环节。

稻米营养丰富，约含淀粉 苑园豫，蛋白质 愿郾 缘豫、脂肪 员豫，易
于消化、吸收，并富含赖氨酸等。除作为主食外，还是加工婴幼

儿食品的良好原料，也可酿酒、制淀粉。

另外，在我国广大的水稻种植区中，还分布着一些稻米中的

精品：紫米和黑米，其营养价值极高，有滋补功效，还可酿制成黑

米酒等保健饮品。

（三）饲料之王———玉米

玉米俗称包谷。无论是籽粒或藁杆，其饲料价值都超过一

般谷类作物。随着产量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都将玉米作为加

工饲料的原料，故有饲料之王之称。

玉米原产中美的墨西哥和南美的秘鲁，传入我国已有 源远园
余年的历史，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栽培玉米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我国的玉米产量水平还不高，平均亩产仅 猿园园噪早 左右，比世界
平均亩产量还低。

我国四川、河北、山东、陕西、东北等地为主要产区。玉米生

长对自然条件要求不严，在同样的气候条件，同样的栽培条件

下，玉米的产量总是高于其他作物。玉米喜温、喜光，对水的要

求较低，适合在山地丘陵种植。在种植其他作物产量低，或其他

作物无法种植的地区，种植玉米仍然可获得较高的产量。

玉米籽粒营养价值较高，一般含碳水化合物 苑圆豫左右；含
脂肪 源郾 缘豫左右，是所有谷类作物中脂肪含量最高的一种作物；
含蛋白质 员园豫左右，仅次于小麦粉和小米，而高于大米；其维生
素 月（核黄素）的含量也高于其他谷类作物。

玉米籽粒除供食用外，工业上用途极广，可制淀粉、酒精、塑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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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除玉米可加工饲料外，秆、叶、穗可青饲或青贮。花柱和

根、叶均可入药。

由于玉米在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所

以世界上的玉米栽培很广泛，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杂种优势的

广泛利用，玉米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主要的家禽家畜

（一）冰河之舟———牦牛

牦牛是高原牧民放养的主要家畜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海拔

猿 园园园皂以上的青藏高原，目前，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省的高
原山区分布也较广泛。牦牛能耐饥负重，爬山越岭，横跨冰河无

所畏惧，所以有“冰河之舟”的美称。

牦牛是由野牦牛驯化而来。野牦牛是我国青藏高原的特产

珍贵动物，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肩高超过 员援 缘皂，体重
缘园园噪早以上，生活在 源 园园园 耀 远 园园园皂 的高山上，具有不怕冷、饿、
渴、苦的顽强性格。牦牛在某些方面继承了野牦牛的生活习性。

牦牛体形粗壮庞大，体重在 猿园园噪早 左右，嗅觉灵敏，行动快
速，反应敏捷，采食能力强，比较合群。牦牛通身长毛，汗腺不发

达，所以怕热耐寒，夏季绒毛自上而下自行脱落，秋季再生长绒

毛，准备度过寒冷的冬季。

牦牛是高寒牧民的主要食品之一。其肉富含蛋白质、脂肪

等营养物质，味道郁香，营养价值高；乳汁是香甜可口饮料，可加

工成酥油等乳制品；牦牛绒保温性好，是优质的毛纺原料；皮可

制革。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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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群游走的羊

羊的种类较多，有绵羊、山羊、黄羊、羚羊、岩羊、盘羊、青羊

等。通常人们所说的“羊”，实际是指家养的山羊和绵羊。它们

能为人提供大量的肉奶和羊毛，更是草原牧民主要衣食之源。

羊有合群游走的习性，只要头羊在前面走，其他羊便都自动

地跟随。羊能够吃各种杂草和作物秸杆，也能吃树木的枝叶。

在畜牧业中，为了充分利用草原资源，采用牛羊共牧的科学方法

放牧。

山羊性情活泼，喜欢登高。它的毛有白色、黑色、青色、褐色

或几种颜色混在一起，身体狭长，头长颈短，颌下长有胡须，尾巴

短而上翘。绵羊胆小，喜欢成群活动，它的身体粗壮，头部较短；

公羊头上长有大角，母羊没有角或角细小；毛色有白色、雪青色、

金色、琥珀色等，尾巴有长有短，有的因贮存大量脂肪而显得又

肥又大；此外，绵羊十分耐渴，口渴时爱喝流水。细毛绵羊统称

美利奴羊，是享誉世界的优良品种羊，其毛柔细，色白而有光泽，

富有弹性。

羊在夏秋牧草丰茂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膘，蓄积

大量脂肪。在冬春牧草枯黄时，则靠干草等粗饲料生活。羊身

上毛多，保温性能好，因此，怕热不怕冷，适于生活在干燥通风的

环境。

我国是世界上养羊最多的国家。著名的宁夏滩羊的羔羊毛

皮又轻又暖且美观。员园 多张毛皮卷在一起，还不到 员噪早 重，有
“轻裘”的美称，在国内外很有名气。山羊毛是做笔的原料。羊

绒是毛纺工业原料之一，羊的肉和奶，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

品，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六畜之首的家猪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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