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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几年来，我省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农村改革不所深入d

在犬好形势下， ((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戈11概要》与读者见面，值此发

行之际，表示庆贺。

《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划概要》是在县级种植业区划的基础上，

取其精华编写而成 它翔实叙述了湖北省各个县、市农业的自然资源

分布、组合规律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状况，揭示了各地农业(种植

业)的特点、优势和劣势，提出了种植业生产的结付和区域布局，以

实事求是的恋度，对这回以来农业的成就和今后农业的发展成略，进

行了科学的总结和有益的探讨。<(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戈:J 既要》具有

资源清楚，资料丰富，布局合理，文字精炼等特点，实为「大汗究工

作者和领导干部指导决策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一木工具书。

湖北省地处中原牍地，自然条件南北过渡，具有许多发展农业生

产的有利条件，也有不少障碍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这就需要我们深

刻地认识湖北农业的特点，协长进馁，发挥优势 《湖北省县级种植

业区划概要》为我们研究湖北农业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ω 农

业科技人员和各纯领导干部要发扬了之草、开拓、求实、勤奋的精神，

从各个不间的角度，积;吃探索湖北农忖经济和农业发展道珞，为振兴

湖北农业，学;呗中部崛起贡献力… d

M{j功名-.;7

1988年 9月 1 日



概论

《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划概要》的编辑工作，是按照国务院

( 1979 ) 142号文件的要求，在农业部和省农业区划委员会领导下，由

农牧业厅种植业区划办公室负责完成的。其目的是为充分合理地开发

利用湖北种植业资源与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农业商品经济;为困地制

宜地调整种植业结构和作物布局，选建商品基地;为制定种植业发展

计划和区域性开发规划，促进专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为省、地、县领

导机关和农业部门以及从事研究湖北农业问题的科研、教学、生产单

位的决策者、理论者和实践工作者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湖北省县级

种植业区划概要>> ，是实现领导决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发展湖北

农业商品经济，实现湖北从中部崛起的一项带战略性的基础工作。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位于东经108"30' … 116"10气北纬29 0 05'

-33
0

20' 0 年均臼照时数为 1200-2200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25-50 饰，

年太阳辐射量在85…114千卡/cm2 之间，年均气温15-17'C 无常明

20 307天，年降水量800… 1700毫米.土壤从南到北形成了红壤到

黄棕壤的地带性水平分布规律。湖北省地貌类型多样， 既有平原湖

区，又有丘陵山区，全省土地总面积28000多万亩，犬体上是"七

山、一水、二分旧"， 1986年耕地面积为 5276.98万亩，其中水田

2767.75万亩，早地2509.23万亩，基本上为水阜各半。在种植业利用

上z 西部山区，山场面积犬，气候垂直差异明显，是湖北玉米、薯

类、麦类等早作地带，也是茶、药、果、烟、食用商等土特产品生产

基地:中部平原丘陵岗地，河渠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 土壤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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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是湖北粮、棉、油主要商品基地;东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热最充

足，山地土层深厚，劳力资源丰富，为湖北双季稻主要产区，也是

丝、茶、果、食用菌集中产地.

《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划概要>> ，是在全省农作物品种资源、土

壤普查，农作物害虫天敌资源调查，麻、果、桑、茶品种调查，社会

经济技术条件的分析调查，以及县级种植业区划的提础上开展的.我

们在研究编写工作中，抓住作物对生杰条件的要求与环境条件对作物

的适宜程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生态农业的观点和系统论的思想方

法，借鉴并采取了土壤普查基础数据，推广井底用了种植业宜性分析

的卡片沽，划分出主要作物的适宜面积，力求南示出种植业生产的分

布、组合和发展方向的地域分异规律，不仅碎决神档业生产的定性、

定向、定量、定位"四定"问题，也为解决湖北这个过波性地带农业

生产上的多宜性特点，采取应变措施，布局多宜性作物提供科学依

据。

《湖北省县级种检业区划概要>> ，按照全省统一的编写提纲和样

板县模式，每县共分四个部分。第…部分为概况，主要论述各县市所

处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总土地面积，耕地在不同海拔的面积，行

政建制，总户数、总人口(含农业) ，人平耕地以及种植业发展概况

等.第二部分为种植业资源条件及评价。斗三要论述各县市自然资源

(含光、热、水、土、生物)与各县作物相关的 1]各界指标的数量、质

量和组合状况，各央名、优、特品种资源和布局状况，论述了在县市

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和主要作物的适宜性分析，以及种植业资源的综合

评价。第三部分为种植业分区。根据种植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

济条件的相对…政性，种植业结构布局和种植制度等特点的相对一致

性，种植业发展方向、途径和主要措施的相对一致性和保持村级〈大



PA) 的完整性等四条分区原则进行了种植业区划，论述了各个区域的

基本情况，种植特点，发展方向和应采取的主要措施。第四部分为种

植业结构布局和战略措施，重点论述了各县市种植业结构的现状和调

整建议，以及有针对性地提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种植业生产的战略措

施.

在编写工作中，我们注重讲究科学性，强调综合性，提高实用性

为基本出发点，力求编辑…部反映湖北特点，在企国具有特色的农业

(种柏业)工具书，奉献给在改革中前进，为湖北农业振兴而奋力拼

博的广大领导、科技工作者和全省农民.

《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划概要》的资源调查，起步于1979年以土

壤普查为主的农业资源调查和综合农业区划，分析研究工作同步子湖

北省种植业区划。它的形成和产生是随着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的

逐步深入而不断充实、完善和提高. <<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划概

要>> ，从调查资源到印刷完成，共花十年时间，正式编写工作也用了

四年之久，这项工作的完成是十年改革的成就，也是全省工千多名从

事种植业资源调查和种植业区划的科技工作者十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共同的结晶.湖北省县级种植业区划概耍，是一项涉及西广，综合性

强的新的研究工作，需要在实践应用工作中不断充实、完善，加上我

们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希望各级领导，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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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冈 县

-、概况

黄冈县位于鄂东长江北岸.地处北纬30 0 25' 至30 0 50' ，东经114 0 46' 至115 0 14' 之间。总

土地面和 173.7万亩。北部是山区，商积占15.2%，最高点在大崎山，海拔1040.5米，中

都是丘陵岗地，面积占67.9 %，西南部是沿江平原，面积占16.9% ，最低点在白潭湖，海拔

14.2米。按地貌面积比例基本届丘岗县。根据1984年年报z 全县 9个区， 4个县If.li钮， 3 个国

营农场. 42 个乡(镇)， 391个村. 11.93万户. 50.49万人，其中农业卢 11.32万户，农

业人口 46.64万人。耕地46.7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26.89% (区划测算为76.08万亩) ，其

中水田31.655万亩，占耕地面积67.7%. 旱地15.05万亩，占32.2 %。耕地分布在海拔tj C\米

以下的面相330454亩，占耕地面积'/0.7% J 50-100米的面积100848亩，占 2 1. 6% ， 100 ~ 

200米的面相26147亩，占5.6% ， 200-500米的面积8605亩，占1.8% ， 500-800米的面积

996亩，占0.3%。种植业生严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也占有重要地位，建国以来都有很大

发展。 1984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由9.3万吨上升到29.45万吨，每年递增3.4%，棉花白

460吨上升到8395吨，每年递增16%，油料由429吨上升到1793 吨，蚕茧由 10 吨上升到

98.8吨，茶叶由 8.5吨上升到55.7吨，其他除烟、糖下降外，药材、水果等都有较大增长，种

植业产值1984年达到1. 29亿元 1'1农业产值的66.8%.

二.种植业资调条件及评价

光能，年均日照2082/J\时。月均日距i 2 月最少. 113.5小时 8 月最多. 268.2小时。年

均日照率47.1 %.月均日照率最低 3 月 33.4% .最高 8 月， G6.0 % J 4""10 月日熙时数

1421小时，日照百分率为50.9%。太阳年均辐射置 11 1. 1千卡/Cm 2 ，月均辐射量 7 月最乡，

14.3千卡/Cm~. 12月最少5.5千卡/Cm2 •

热量，县内南北差异明显，县南〈黄州〉年均气据 16.9t ，元月最低4.1 t , 7 月最高

29.2t。月均气温大于或等于10t 的80%保证率的初日 4月 2 日，终日 11月 13 日，积温5217 t 

大于或等于15t 的初日 4月 29 日，终日 10月 21 日，积温4527 t ，大于或等于 20t 的初日 6 月

20日，终日 9 月 24 剖，积温 3475 t，大于或等于 10 .C 初日至20 t 终日 139 天，积

温 4288 t ，大于戎等于 23t的终日 9 月 10 日，日高温大于或等于35.C 出现的时间，

一般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约15天左右。县北(贸庙)年均气温15.4 t ，元月 2.6 .C , '1 月

21.4 tJ 大于或等于l0t的初日 4月 8 日，终日 11月 7 日，积温4648.C ，大于或等于15
0

C 的 ÐJ

日 5月 4 日，终日 10月 11 日，积温3812 t J 大于或等于20t 的初日 5月 31 日，终日 9月 15日，大子

就等于l0t初日至 20 t 终日 161天，积温 3726 t J 大于或等于23 t 的终日 9月 14 日 5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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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大于或等于35 t:出现的时间，基本与县南相同，天数略少。全县极端最高气温40.3 t:. 

出现在1961年7月 23 日，极端最低温一12.2 t:，出现在1956年元月 24 日，近三十年来，出现低
于-9t:的年份有 3 年，即1956年、 1969年和 1977年，出现的机率为10.7%.

降水，全县各雨量观测点年降水量1128--1369毫米，黄州1213.4毫米，其中 4 、 5 两月

共降318.3毫米，两月雨日共28.6天J 6 、 7 、 8 月均降水量分别为225.3毫米、 126.6 毫

米、11 1. 3毫米，雨日分别为12.2天、 9.7天、 8.8天。 9 、 10两月降水量分别为62.1毫米、56.5

毫米，雨日分别为8.2天、 8.4天，

土壤s 根据1980年土壤普查，全县土壤分3个土类， 8个亚类， 30个土属， 154个土种.

在 3 大土类中，黄棕壤占总土地面积的49.2%，多分布在低山丘陵地区，水稻土占38.4% ，

遍布全县 J t朝土占12.4%，多分布在沿江平原。在30个土属中， 9 万亩以上的土属3个，沙

泥土土属22.75万亩，灰潮泥土土属9.08万亩，沙泥田土属15.67万亩.在154.个土种中，超

过 3 万亩的土种 6 个，分布在林荒地中 2 个z 林地中层泥沙土，荒地薄层沙泥土，分布在耕

地中 4 个，一是灰湖泥沙土38061.8亩，为沿江平原旱地第一大土种，土质疏松，有机质占

1. 2%左右，速效养分含量低， PH值 7.5-8.2，二是灰潮沙泥土 33027.7 亩，是沿tL平原

旱地第二大土种，土质疏松，保肥性好， ìti\f京含量低 (5.19PPm) ， PH值 7.54) 三是赤，

抄泥田， 34432.1亩，主要分布在低丘下冲和低房上，质地为中壤，有机质含量占

2.7% ，速效磷含量4.86 P Pm Q.{下， PH值 5.5，土质粘结，肥效慢，后劲足，囚是按泥田

109194亩，占水田面积32.1%，多分布在丘岗地区冲跻田上，质地轻壤，土质松散，有机质

含量占1.7 %，速效坷含量在 65 P P m 左右，土位燥，肥效快，易发苗，宜种性宽

多为三熟田。全县耕地土壤古机质、土壤全织和碱解氮含量属中等偏高，缺磷、缺仰面和大。土

壤有机质J含量低于1%以下的土壤2.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4%。全氮含量在0.1%川下的土

壤16.9万亩，占34.2%. 速效瞬含量小于[) P Pm的严重缺磷土壤21.84万亩，占44.1%. 速

效饵含量小于50 P P m的严重 fil，~~ i~jj土壤17.28万亩，占34.9~。同时普遍缺棚.受水害.嘀

的低产田12.63万亩，质地偏沙土壤22.8万亩， PH~自小于5.5的土壤18.6万亩，多分布在丘

岗区， PH值大于7.5的土壤10.1万亩Y 多分布在沿江平原区。这些土壤对农作物高严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土壤对作物宜性分析见下哀。

生精s 据1980年普查，粮棉油等农作物品种共235个.目前，早稻以广陆矮4号和

原丰早当家。棉花以鄂沙28当家，油菜以甘地5号当家。特产作物品种448个，其中本地各

产有黄岗!因姻、黄州萝卡、团风大蒜、淋山河大椒、大崎山杨桃〈即狲猴桃〉等.害虫天敌资源

丰富，巴发现稻棉杏虫的天敌105种，巳应用生防的天敌种群有龟纹现虫、中华草岭‘砂地罐

蝶、金小蜂、七星瓢虫、异也瓢虫、滔主c 瓢虫、两奇线虫等九种，巴大量开展生产的食用菌

主要有平菇和黑术耳。

社会经济技术条件z 全县总劳力 21. G5万人，农业人平耕地1亩，劳平耕地2.7亩，农用

总动力18.5万马力，年农用电3067万度，每百亩耕地平均农用动力39.6马力，年供电656&度

(其中60%用于加工、照明) ，役用牛4万头。全县耕地有效灌溉面积40.55万窗，占耕地

86.8%，早j劳保收面积35.5万亩，占76%。巳通公路的村数占89.4%，已通拖拉机的材数

占98.2%。全县化肥平均每亩施纯挝18.1公斤，纯UH.18公斤，纯饵2.13公斤，复合肥0.87公

斤。其他如薄膜、农药和柴油等主要农用物资都可基本满足。全县农民技术员每百亩0.68个.

全脱产和半脱产农技人员每万亩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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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a 根据我县自然资源和主要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结合主要农

作物生态条件进行综合评价如下z

我县是一个种植{乍物多宜性地区，适和11性宽吨陌积大，最宜和适宜面积占耕地总面积30"
的有蚕豆、豌豆:占40一一50%的有棉花、黄豆、大麦、黄红麻、烟叶;占50""""60%的有小麦、

花生、茶树、山植、挑树;占60-70%的有水稻、芝麻、油菜、玉米、马铃薯、紫云英、甘薯、芝麻了

梨树z 占70- 80% 的有白三叶、桑树。如果加上次宜面积，那么适种面积绝大部分作物

可提高到70%到80% 以上。但是，我县资源和技术也有不利因素，其主要表现，一是 3 、 4

月低温阴雨天气多，日照、少，影响早稻育秧、桂花播种以及夏收小麦作物的生长 J 9 、 10月

出现长期低温阴雨天气的祝率为十年二遇，影响晚稻灌浆和棉花吐絮。二是垦殖指数高，后

备资源少，耕地土壤快阱快饵面积大，受水害影响的低产田多，部分丘陵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土质变沙。 二是具有抗逆性强、优质、高产的品种欠献。大多数农民科技水平不高。

我县北部山区偏寒，海拔200米以上的地方不宜发展双季稻。叫:j南部广大丘陵向她和平原地

区，气侯差异不大，光照充足， jfL量丰富，雨量充沛，适合多种作物生长，是双季稻的集中

产区，且宜水田三熟，日住在品种上要合理搭配。沿江平原的甜j土，连片商积近十万亩，土层深厚

土质疏松，肥沃潮润，同时气侯条件适合发展棉花、蔬菜作物生产，北部和中部的沙泥土和

沙泥田，适宜黄冈名晒烟生产。

三、精植业分 E

I 、北悔恨山西丘，民、油、姐、茶、商、靡、森区

本l区位于县北，包括贾庙全部，淋山河、但店、总路咀区的部分村，共讨 56个村， 5.48万

人，总面积265平方公里，占全县22.8%，耕地3.82万亩，分布在海拨500""""800米的面积996

窗， 200-500米的面枫8605亩， 100----200 米的面积28599窗。全区耕地中水回~.1万亩，旱

地 0.72万窗，人平耕地0.7窗，劳平1. 63亩，每平方公里207人，是全县人口最糟的地方.

资源条件z 本区地貌为丘陵山区，年平均气温1l.3t( 大崎山〉至16.1 t (付家河)，无

霜期232天至242天，大于或等于l0t保证率80% (下同〉的初日是 4 月 8 日，和、温4638.4 t 

{页庙) ，元月平均气温2.6t ， 7 月平均气温27.4 t ，年降水量1242-1396毫米。一般平

阪开阔地囚光照充足，部分深谷陡坡地带日照时数比平原地区每天偏少2-6小时。在耕地土

壤中，据1980年土壤普查，旱地土种3个，其中沙土占旱地62.6% J 水田土种 13 个，其中

泥jý田占水田66.47倍。土壤养分普遍含辛且不足，瞬饵奇缺，其中小于5PPm的严重缺磷土

壤占耕地49.1% ，小于 50 P Pm的严重缺饵士壤占28.1%。同时，土层前薄，沙分重，保水保

肥能力差，棉田坡地多，且分散。农作物品种种类比全县其他地区多，其中地方品神和野

生植物〈如狲猴桃、山植、药材和花卉〉资源丰富，劳力充足，畜力充裕，农用却力少，小

水电较乡，农村用电充足，部分生产条件较差，尚有7个村， 322个组不涵拖拉机，农田蓄水

设施差，农作物常受伏秋旱的威肋。

种植特点z 本区人多耕地少，粮、柿、油生产大部分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商品率极低，烟、

茶种植面积大，商品率较高，均居全县首位，其中烟叶产量占75.1%，茶ll! 产军占54.8%。大

于或等于10.C 的年积站立虽然比全县中南部偏少，但复种指数高，利用较充分，全区耕地一熟

击IJ 比重仅占4.2% ，二熟1M达到42.7% .三;在市IJ达到 48 ， 5%。部分山坡利用不够合理，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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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歇 "ILi积大，耕作粗放，水土流失重，土质变沙，肥力下降，农民收入低。

发展方向和措施z 稳定粮油种植面积，主攻单产，对25度以上的陡坡地，应逐步停耕还

林、还牧、~果，加强水土保持。低山高丘地带，应压缩双季稻，停种棉花，推广油稻、马

铃薯稻和麦稻得种植方式。利用 25度以下旱地大力发展茶、烟、药、果等优势作物生产。同
时，应加强轮作拽茬，搞好品种搭用，犬力推广烟叶、杂交稻，地膜花生稽，小麦烟叶〈或

花生〉杂交稻等新的耕作制度。加强水利建设，提高技旱防洪能力。搞好劳力转移，发展工

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E 、中、东部低丘岗地粮、油、果、麻、桑、茶、烟区
本区位于县中东部，包括土巴?可、王家店和马曹店区棋的全部，但店、方高坪，迥龙山和琳

山河区镇的大部分以及路口区的部分，共计219个村， 27.97万人，总面积500平方公里，占全县

43.2%，耕丸]1， 24.46万亩，分布在海拔50~100米的百积97396亩， 50米以下的面积147204亩。

全区耕地中，水田20.69万亩，早地.3.77万亩，人平耕地0.87亩，劳平2.05亩，每平方公里

559人，是全县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资锦条件z 本园地貌为低丘岗地，年平气温16.3 0C (但店〉至16.9 "C (范家岗) ，无霜

期236~251天，大于或等于10.C保证率80% (下同〉的初日 3月 29 日，年积温5110.7 "c , 

年降水量1149.6.........1241.9毫米。日熙、充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在耕地土壤中，据1:980

年土壤普查z 水田土种38个，万亩以上的土种4个 g~泥沙田 87784亩，青泥沙田 18845 亩

潮沙泥回 15558亩和沙泥回15454亩，其中泥沙凹凸i7l<.田 4 1. 7%。旱地土种18个，万亩以上的

土种一个，即沙士 12084亩.占旱地32.05%。土挤了养分合氮中等，跻钊l缺，其中小于5P

Pm的严重缺磷士壤9.78万亩，占40 % ，小于 50 P Pm 的严重缺韧土壤 6.28 万亩，

占25.67% ，低产土壤4.65万亩，占全县 73.7%。该区劳力充足，交通方便，每马力负担耕

地3.8亩。每头役牛负担耕:lîÞ， 23.5亩，水库灌溉面积16万亩，占耕地65.4% ，生产条件优越，

有利发展多熟栽培，实行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种植特点z 本区以粮油生产为主，桑在1、水果也有特色， 1984 年，粮食面积占全县

58.4%，总产占 59.7%; 油料而积占02 0 9 %，包产Ii161.3% ，双季稻种中r已达到饱和状态，

占水回而积96.2%. 口!汕丰f(~稻为主休的7K m三熟击IJ达至Il5 1. 7%，丈料'括~..达 2f5.4% 。除高

于:李良 γ3纠水平。我-'~f'~.且严占全户1;8:::.1% 。水果ff积 J762.2% ，主;中料，EL iY果贯而积37.f'% 。

芒麻开始零星种植。写 1111，灌溉条件差，常受{j::f:k旱的威胁，水凹旱地句水矛盾按尹!突片。部分

地方双季稻品种搭rrÍ! J 不 "í. :;g熟日种过多，三二:熟田轮作换;fj~不够及时，复种连作 rl!i积;二:犬。

按原方向和措施z 积极开展冬季小轮作，培和1芦类，在继续发挥拙和和生产优势的同

时，积极发展稻、白共片和毛花生稻，安、主米、甘苦等和1;tî'方式。适当扩大?季稻的早中熟

品种的搭配比例，积极发展杂交稻， !))矛IJ秋悟，部分劳力充足的地区，提倡~;:秧和培育两段秩

赶季节，扩犬二要喘吁。同时，利用丘陵岗地阳坡旱地发 Jf~柑桔和芝麻生产。大力增施联合'肥，

搞好自己方施肥，引进优良品种，改造落Jt田，实现平衡增产。

E 、中南部垄嗣读湖平原粮、棉、油、陈、~、果区
本区位于县南中部，包括路口、回凤、同主械、淋山河四个区镇的大部卦，南湖和黄

湖农踢全部，以及国 JÈlll 、方高坪区的部分，共80个村， Il .09万人，总面积259平方公里，

占全县22.4% ，耕地12.88万亩，都分布在海拔50米以下其中水回7.43万亩，早Ji~5 .45 

万亩，人平耕地1. 16亩，劳平2.68亩，每平方公里4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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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条件，*区年均温16.0 t (黄，湖〉至 17.0t (南湖) ，大于或等于10t 的初

日 3月 29 日，年积温5217.4t (黄;'1υ ，无霜期250至268 天，年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地

势低平，光照条将好，适宜发展多种农作物生产。在耕地土壤中，据1980年土壤普查，7，/(

E二七种48个， 1万亩以上的土种3个z 豆~~iY泥阳2ω19亩， 811泥沙田 11388亩，潮泥沙田 10002

亩，其中赤沙泥同占总水田面积的3 ，1.2%; 早地土种36个，万亩以上的土种2个z 灰j朝泥沙土

11193亩，灰潮沙泥土14574亩。土壤养分含氮中等，缺磷、坷，其中小于5 PPm~的严重缺磷

土壤5.63万亩，占43.7% ，小于50 P P m的严重缺押土壤8500亩，占6%，主要分布在孙镇

平原一带。该区机械充足，每马力负担耕地1.7亩，证头却i牛负担耕地32.8亩。交通方便，水

源、便利，机电灌溉面积大，生产条件好。

种植精点z 本区种植业生产以粮为主，粮括i并举，其中棉花面积占耕地面积20-40% ，

多数村粮棉收入接近，Jj\..同两熟和三热并存，备占水闰面积的47%左右。旱地以麦棉连作为

主，绿肥种植、比重比全县大，部分稻田由于肥稻稻连作过长，土壤板结，理化性能差，全区

复种指数为225%，比全县低35判。京展种植业的潜力大.

发展方向和措施。继续发挥双季稻的生产优势，积极发展杂交稻，增施磷饵肥，提高草

子绿肥单产，扩大冬季小轮作的面积，改良土壤，对部分土劳负担大，粮棉劳力季节矛盾突

出的地方，适当增加中稻和早熟油菜的种植脏积，缓和季节牙盾，推f麦、玉米、甘薯和稻

鱼共生等新熟制。低于海拔18米的湖田，种植农作物经济效益低，应废田修建精养鱼地或种

莲藕。另外，充分利用闲散土地和岗地阳坡发展柑桔生产.

町、西南部沿江平原棉、粮、油、麻、菜区

本区l位于县西南部，包括金锣港良种场，县农科所全部，禹王域，团风、淋山河、国龙

山等区镇部分，共36个衬， 5.95万人，总面积133.9平方公里，占全县11.6%，耕地 5.55 万

亩，分布在海拔30米以下的平原地带，其中水田0.44万亩，早地5.11万亩，人平耕地0.93

亩，芳平2.2亩，每平方公里444人。

资源条件，本区属沿江平原，气侯条件与以上垄岗模糊区相似。在耕地土壤申，根据

1980年土壤普查，7，/(田土:种3个，灰撒沙泥田面积最大，旱地土种21个，万亩以上的土种2个，

灰撒j泥沙土居多，面积达23776亩，占旱地44.5%，其次是灰j朝抄泥土16427 亩，占旱地

30.8%。土壤养份 z 含氮中等，磷饵较缺。其中小于5PPm严重缺麟土壤占60.4%，小于50P

Pm 的严重缺饵土壤占14.1%。全区耕地土层深厚，71<胆气热较协调，供肥保肥能力强，为

全祉棉花生l产最适宜地区，同时机械充裕，交远方便，水利设施较完备，劳力足，集体经济

较雄厚，是我县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十分有利于发展棉花和蔬菜生产。

种擅恃点z 该区同少地多，种植业以早作为主，水稻种植面积仅占总播种面积的8.6% , 

旱地麦棉复种连作面积大，常年占 35% ，其中三江口和叶路两个乡，麦棉连作面积达到90%以

上，不利轮作换茬，抗灾能力差，棉农收入不稳，丰灾年产量差距大。同时麦棉双套的面积

不断扩大，近年友展到占棉地面积的50%，部分棉地长达十年未翻耕一次，该区是全县蔬菜

和黄麻集中)~:区，生产效益好，近年蔬菜立民快。

在属方向相措施z 在~续发挥主、棉生产优势，扩大冬季证豆、油菜、大蒜和夏季黄麻、

菜、瓜、豆的种植面积，适当压缩棉去面识，使全区棉花的种植 tt\重都调整到占旱地80%左

右。同 !}J加强丰台fr=-: j;Æ;丘，增施;异句;E己租有机肥，积极推广间作套种，友展立体农业，多种高

产多收。加强蔬菜生产，扩大种植面积，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地发展麦、瓜、菜和大蒜、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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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等新熟制.

四、种植业结构布局和战略措施

布属现就I 1984年，全县耕地总播种面积12 1. 57万亩，复种指数260%，其中粮食作物

品.2万富，占总播种面积70.08%;经济作物24.53万亩，占20.18%; 其仰作物11.84万亩，

占9.74%。在经济作物中，棉油的种植比重占经作面积91.15%，特产和饲料作物种植 tb.重

则仅占8.85%。非耕地桑困面积 8442亩，茶园面积6402亩，果园面积7813亩，三项共计

82675亩，占非耕地面积 111612亩的20.3%，占可利用面积56882亩的39.8%。现行耕作制

度z 水田兰熟击IJ 14.42万亩(其中油稻稻8.78万亩) ，占4C.5%; 二熟需IJ14.72万亩(其中肥

稻稻8.49万亩) ，占46.5%;一熟制和其它2.52万亩，占8.0%。旱地二熟制13.8万亩(其

中小麦棉花8.96万亩) ，占旱地9 1. 7% ，其它熟告1]1. 25万亩，占8.3%。从整体上看，这种现

状表现为粮食面积安排过犬，夫了百经济作物和茶、桑、果面积安排较少 p 耕地利用较好，非

耕地利用较差。在耕作制度上，水回安排较好，旱地棉麦两熟面积过大。因此，这种现状结合

生态适宜性分区表明，我县的种植业结构iE需要进一步调整。

调整意见z 总的要求是稳定增产粮棉油，犬力发展经济作物，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综合

效益。以粮油为煮的水田作物和集中棉严区的旱地作物，做到大稳定，小调整，丘陵岗地早

作实行小稳定，大调整，同时积极开发非耕地面积，发展以果、麻、茶、桑为主的经济作物

生产，使种植业的结构布局逐步朝着合理高效稳定的方向发展。

通过调整，耕地复种面积扩大到124.68万亩，比现状增加 3.11万亩， 复种指数扩大

6.9%0 其中粮食面积稳定 82 至 85 万亩，占 68.2% ，出现状下降1.88%，经济作物扩大

到26.18万亩，占2 1. 0%，上升0.82%. 其它作物扩大到 13.5% 万亩，占10.8%. 上升

1.06% ，非耕地茶园面积扩犬到1万育，秦园面积扩大到1万亩，果园面积扩大至:J3.5万亩，

三项共发展到5.5万亩，占非耕地面积 61. 8%. 占可利用面积96.5%，具体要求是，

(一) 25度以上的陡坡地 4万亩逐步停耕还林、注竹、还件，实行农牧林结合，加

强水土保持，防止耕地士填沙化p 低干海拨1肘;二了更 11): :[J1，线 V}下的f正常ij 凹 2.1 万亩，实行退回

还?哇，种植莲藕，发展水产养磕业，柏花单产低内I主向:ltt 1. 5万亩和不宜手h水稻的水利死角

2168亩，实行因地制吭，改种果、烟、麻(芋麻)节作 1窍，建立柑桔、芋麻生产基地。

(二)双季稻因热兽不足产 F刮目的问院，应恢{T 中稻，推广麦和、油和、芋稻和肥稻

的主种轮作和，]，对部分热了?丰宫，劳力充足，人多罔少的注元，目前兰熟面扫过犬，粮食

产量徘徊不前，应加强轮作报茬，提高土壤月~力，发展斩熟市IlJ对~Ji，进贡:足而又以双季和两

熟当家的地方(如路口区) ，应过当扩大早~~~油菜的种桂归来1，种油增切，减少惊凹，实行

油肥轮作。全县三熟面积应控制在GO%以内，其中油和核三熟;如j面积稳定在30%左右。旱地

麦棉连作过长，种植比重超过旱地90%的集中产相区，应缩减盯了E面积，扩大豆类、瓜隶的种

植面积，使棉花的种植 t12重稳定在旱地而沪、的30%左右。

〈三〉发展新熟制，搞好间作套种。各区耍从实际出发因l!h 常Ij 宜地发展芋稻、地院才;二仁

和、斐烟稻〈麦花生稻D 、麦苞苔，麦豆和、稻鱼共生和大蒜棉花等新熟甘]IJ ， QJ、扬长跻短，

提高综合效益。同时，积极发展间作套种，做到耕地四季常青，阳光少珉，土地少闲，使主

作和间套作合理搭配，用养协调，互相补充。实现多种、高产、多收。当前，在全县部分地

方，大兴间套作的势头下，应加强对秧套稻、稻套豆(肥麦〉、麦套棉(肥、豆、烟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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