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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发展的成就、问题及战略对策

黄国勤

江西农业大学生态科学研究中心,南昌３３００４５

摘要　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在我国农业生产及整个耕作制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不断调整、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包括产量增加、品质改善、模式增多和功

能增强等.当前,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如熟制缩减、耕地撂荒、生态破坏、环境污

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衰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效益降低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等.针对存在的以上问

题与挑战,必须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战略对策与措施,具体是:(１)明确一个目标,即建立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２)遵循三大原则,即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发展质量、速度与效益相统一

的原则;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的原则;(３)采取“一保”“二扩”“三建”“四改”“五节”的具体

措施,即保护耕地资源;扩种冬作、扩大稻作;建设绿色生态、建设高标准农田、建立防灾减灾体系;单季稻改双季

稻、籼稻改粳稻、普通品种改优质品种、连作改轮作;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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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系指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包
括长江中下游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

和湖南)、西南区(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以及华

南区(福建、广东、海南和广西),共１５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广义的南方还应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因掌握资料

所限,为 方 便 起 见,上 述 三 地 区 暂 不 列 入 本 文

分析[１].
我国南方农业在我国整个农业发展战略中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南方

以占全国２７％的土地(陆地)面积、４０％的耕地面

积,养活了全国５９％的人口;生产了全国４０％以上

的粮食、７７％的稻谷、５０％以上的油料;南方的木材

产量占全国的８４％、肉类产量占全国５６％、水产品

产量占全国７４％;２０１９年南方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占全国５７％以上(表１)[２Ｇ３].

1　主要成就

南方稻田耕作制度是我国南方整个农田耕作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就是进行粮食(主要

是稻谷)等农产品生产,从而为人们提供粮食(稻

谷)、油料(如油菜籽)、饲料(发展畜牧业)等农产品.

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来,南方稻田耕作制度经过不断

调整、改革、建设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1.1　产量增加

农产品数量增加是７０年(１９４９－２０１９年)来我

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取得的最突出和最显著的成

就.这里以稻谷为例予以说明.水稻是我国南方稻

田耕作制度中最重要的作物.稻谷产量的高低、增

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

生产力的大小和变化状况.从稻谷单产来看,１９４９
年我国南方稻谷单产为１９５８．７kg/hm２,２０１９年达

到６９４７．６kg/hm２,净增长２．６倍;从稻谷总产量来

看,１９４９年我国南方稻谷总产量为４７３３．８万t,

２０１９年达到１６１７３．６万t,净增长２．４倍;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中,安徽省稻谷单产和总产增加最

多,分别净增长４．６倍和７．８倍(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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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４９年与２０１９年我国南方稻田稻谷产量比较
Table２　ComparisonofpaddyproductioninSouthernChinaricefieldsin１９４９and２０１９

地区

Region

１９４９

单产/
(kg/hm２)

Yield

总产/万t
Total
output

２０１９

单产/
(kg/hm２)

Yield

总产/万t
Total
output

２０１９年比１９４９年净增加/倍

Netincreasein２０１９
comparedwith１９４９(times)

单产/
(kg/hm２)

Yield

总产/万t
Total
output

备注

Remark

长江中

下游区

Middle
andlower
reachesof

theYangtze
River

上海

ShanghaiCity
３０３１．０７ ３６．１０ ８４８６．０２ ８８．００ １．８０ １．４４

江苏

JiangsuProvince
１８９７．５０ ３３９．１０ ８９７１．３０ １９５９．６０ ３．７３ ４．７８

浙江

ZhejiangProvince
２１１９．４４ ３３３．６０ ７３６４．１４ ４６２．１０ ２．４７ ０．３９

安徽

AnhuiProvince
１１７０．０３ １８５．８０ ６４９６．６１ １６３０．００ ４．５５ ７．７７

江西

JiangxiProvince
１６０４．８６ ３６１．７２ ６１２１．２７ ２０４８．３０ ２．８１ ４．６６

湖北

HubeiProvince
２３０２．５９ ３７８．２０ ８２０８．４１ １８７７．１０ ２．５６ ３．９６

湖南

HunanProvince
２４３７．２５ ５６７．１０ ６７７３．９７ ２６１１．５０ １．７８ ３．６１

华南区

SouthChina

福建

FujianProvince
１４７０．０３ ２１０．７０ ６４８８．６５ ３８８．８０ ３．４１ ０．８５

广东

GuangdongProvince
１５０５．８６ ６２１．３５

５９９３．７６ １０７５．１０
２．９４ ０．９３

海南于１９８８年

建省 办 经 济 特

区,之前属广东

省一部分
海南

HainanProvince
５５０７．１８ １２６．５０

广西

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egion

１４８１．２８ ３３１．６０ ５７９１．３５ ９９２．００ ２．９１ １．９９

西南区

Southwest

四川

SichuanProvince
２７００．８１ ９２８．００

７８５９．８９ １４６９．８０
１．８７ １．１１

１９９７年设立重

庆直辖市,之前

重庆 属 四 川 省

一部分

重庆

ChongqingCity
７４３３．９８ ４８７．００

贵州

GuizhouProvince
２６９４．３７ ２１１．０５ ６３７５．８１ ４２３．８０ １．３７ １．０１

云南

YunnanProvince
２６７０．４７ ２２９．５０ ６３４５．８１ ５３４．００ １．３８ １．３３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年)»[３]和«新中国农业６０年统计资料»[４].Note:ThedatacomesfromChinaStatisticalYearbook
(２０２０)[３],NewChinaAgriculture６０YearsStatistics[４]．

1.2　品质改善

新中国成立至今７０多年来,我国南方稻田耕作

制度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农产品数量的增加,还表现

在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优质品种多,优质率高.２０１７年末,上海

市建成设施粮田(稻田)８．６５万hm２,主要农产品良

种使用率基本达到１００％[５].“十三五”期间,湖北

省累计审定水稻品种２６０个,其中,国标三级以上优

质稻品种８３个,占审定总数的３１．９％[６].２０１８年,
湖北省优质稻种植率达到７７．３％[７].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广东省先后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的中档优质

稻品种１８个[８],且多个品质达国标优质三级米以上

的中档优质常规稻新品种.这些品种的共同特点是

产量高(单产达５．４~７．４t/hm２)、抗病性好、直链淀

粉含量相对较低,米饭软滑可口,是产量、抗性和品

质兼顾的新一代优良品种,极大推动了广东省乃至

整个南方稻区的优质稻产业发展和稻田耕作制度改

革.张卫星等[９]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在全国１７个水稻

主产省份的４５５个重点县(市、区)抽取５８７９份稻

谷样品,研究分析了１２项品质性状和优质率,结果

表明,南方有５个省(自治区)稻米优质率达到３０％
以上,如广东、安徽、广西、江苏、贵州等省(自治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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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 优 质 率 分 别 为 ３７．２０％、３４．８８％、３１．９２％、

３１．８８％、３１．１６％.其 他 省 份 稻 米 优 质 率 也 多 在

２０％以上,如湖北２９％、福建２７．３３％、云南２４．７６％、
浙江 ２２．０５％、江西 ２０．５１％、重庆 ２０．４４％、湖南

２０．２５％.２０２１年,浙江省新审定的３９个水稻新品种

中,优质率达到８７．２０％[１０].
二是推广面积大,效益高.优质籼粳杂交稻品

种“甬优１５４０”,于２０１４年通过浙江省审定,２０１５年

通过国家审定,２０１７年全国推广种植面积突破６．６７
万hm２,２０２１年突破１３．３３万hm２[１０].该品种已在

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西、贵州

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大面积种植,不仅高产(连作

晚稻最高达到１２０２６．８５kg/hm２,创造了浙江省连

作晚稻的最高产量纪录),更兼具米质优良的特性.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广东省南方名牌农产品推进中

心发布的“粤字号”县域名特优新农产品区域公用百

强名单中,有９个大米公用品牌进入１００强,其中,
广东“台山大米”位列大米公用品牌的榜首,品牌价

值高达８３．８亿元.“台山大米”等９ 个品牌价值总

生产规模达到１８．１万hm２,年产值５２．５亿元,以占

广东全省１０．１％的种植面积和９．０％的产量,获得

１６．１％的产值[８].
三是“三品一标”数量多,发展快.农产品品质

改善最重要、最明显的标志是“三品一标”,即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的数量和发展速度.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生产的

农产品中,“三品一标”数量多,且近年来发展速度

快.表３反映了我国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近
年来水稻等农产品“三品一标”生产情况,从中不难

看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我国南方包括稻谷

(稻米)在内的“三品一标”农产品数量之多、发展速

度之快,是之前几十年不可比拟的.
表３　我国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三品一标”生产情况

Table３　SouthernChina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government)

inrecentyears,“Sanpinyibiao”productionsituation

地区

Region
近年“三品一标”生产情况

Productionof“Sanpinyibiao”inrecentyears
资料来源

Datasource

长江中下游区

Middleand
lowerreachesof
theYangtzeRiver

上海

ShanghaiCity
截至２０１８年末,全市获得“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６３９６个,其中,无公害农产

品５８２４个,绿色农产品５３６个,有机农产品２２个;农产品地理标志１４个.
上海市统计

局等[１１]

江苏

JiangsuProvince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江苏省有绿色农产品３６７８个(居全国第３位),有机农产品

１０６个. 曹爱兵等[１２]

浙江

ZhejiangProvince
２０１９年浙江省新增绿色食品产品４２６个,总数达１４２１个;新增农产品地理

标志２１个,总数达到１０４个. 邬赟燕[１３]

安徽

AnhuiProvince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初,安徽省已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６９个,种类扩充至

粮食等９大类型.２０１９年,安徽省新增“三品一标”农产品１３９０个,增速

２３．７％.至此,全省“三品一标”农产品总数已达７２６２个,数量居全国第６位,
较上年上升３位.

高思安[１４]

江西

JiangxiProvince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江西省“三品一标”农产品总量达５３３５个,其中绿色有机

地理标志农产品２５５５个. 卢慧等[１５]

据统计,近年江西省每年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大米品牌超过５００个,如“万
年贡米”“金佳大米”“玉珠大米”等品牌. 余艳锋[１６]

湖北

HubeiProvince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湖北省共创建国家级“三品一标”标准化生产基地４４个,总
量居全国第５位;农业农村部对湖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

达９８．６％,连续８年位居全国前列.
冷凯君等[１７]

截至２０１９年５月,湖北省已审水稻品种４２９个,早、中、晚,籼、粳,粘、糯稻品

种无一不全,国标三级以上品种２５４个,约占６０％;品种结构优化,品种应用

向优质、特色方向发展,早稻以加工专用型为主,中稻以优质、稳产、抗逆为

主,晚稻以优质、抗逆为主.

曹鹏等[７]

湖南

HunanProvince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三品一标”认证总数达到３５９０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２１２１个、绿色食品１２０９个、有机食品２１６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４４个. 李慧[１８]

２０１８年,全省三等以上优质稻种植面积２６８．９５万 hm２,占水稻总面积的

６７．１％,其中二等以上优质稻种植面积达到７１．１１万hm２,占水稻总面积的

１８％.优质稻大面积推广,使湖南省稻米品质的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张雄飞等[１９]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湖南省拥有绿色食品１７５６个,有机食品２３３个,获得农业农

村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８０个,包括粮油、蔬菜、果品、畜产

品、茶叶、药材及水产品.
赵玲玲等[２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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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ContinuedTable３
地区

Region
近年“三品一标”生产情况

Productionof“Sanpinyibiao”inrecentyears
资料来源

Datasource

华南区

SouthChina

福建

FujianProvince

经过多年努力,福建“三品一标”农产品达４５７８个,处于全国上游水平. 崔永辉[２１]

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２０２０年工作报告显示,２０１９年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总

体合格率９８．６％,位居全国前列. 李娇[２２]

广东

GuangdongProvince

迄今(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广东省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５ 个,如“增城丝

苗米”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５个,如“台山大米”等;稻米区域公用品牌１２
个,如“罗定稻米”等.

王丰等[８]

海南

HainanProvince

２０１７年,海南省首次评出海南芒果等１０个产品作为首批省级农产品公用品

牌;２０１８年农民丰收节,海南文昌鸡、三亚芒果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百个

农产品品牌榜单;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农业品牌目录２０１９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其中三亚芒果等４个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入选,三亚

芒果品牌价值３８．６３亿元;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海南已有三亚芒果等３０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李晓慧等[２３]

广西

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egion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广西全区“三品一标”(农业部门认证种植业、畜牧、水产)
产品获证总数达２３４４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１４９９个、绿色食品产品５３３
个、有机食品产品１５８个、农产品地理标志１５４个.“三品一标”总面积２２２．２５
万hm２,产量４６３２．６３万t.

广西壮族

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２４]

西南区

Southwest

重庆

ChongqingCity

２０２０年,重庆市新发展绿色食品８２２个,有机农产品２７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１２个.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重庆市有效期内“三品一标”产品总数５５９３个,
总产量１３４６．２４万t,总面积７０．５６万hm２.目前,重庆市绿色食品有效数

２６１０个,全国排名第５位;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６５个,产量突破１０００万t.

«南方农业»
编辑部[２５]

四川

SichuanProvince

截至２０１９年,四川省农业农村部门管理的“三品一标”农产品已达５３５７个,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３６８４个、绿色食品１３８５个,有机农产品１２２个,地理标

志农产品１６６个.
侯红梅[２６]

贵州

GuizhouProvince

截至２０１７年,贵州省共有大米品牌１１６个,其中获得无公害认证大米品牌５５
个,绿色大米认证品牌２０个,有机大米认证品牌１０个,在西南地区处于领先

地位.
李敏等[２７]

云南

YunnanProvince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云南省无公害稻米产品总数量为３１个,绿色稻米总数量为

２３个,有机稻米１个,没有国家地理标志稻米产品. 邓安凤等[２８]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云南省绿色食品认证产品由７９３个增长至１７４６个,年均

增长４８．４％,全国排名由第１１位上升至第８位;有机产品获证数量由８０６个

增长至１０２３个,年均增长１２．６％,全国排名由第８位上升至第６位.
许旭华等[２９]

1.3　模式增多

从１９４９年至今,由于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农产品数量和

品质需求不断升级等原因,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

发生量和质的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耕作制度模式

增多,尤其是新型模式不断涌现(表４).据笔者调

查,在实际生产中,我国南方稻田新型耕作制度模式

数量是传统模式的５~１０倍,甚至达到１０倍以上.
从表４可以看出,与传统模式相比,稻田新型耕作制

度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熟制较低,主要表现

在三熟制降为二熟制,或二熟制变成一熟制,但模式

组成的物种增多,往往是不仅有作物如大田农作物、
药用植物等,还有鸭、鱼、蛙等动物和微生物(如食用

菌等);二是模式立体结构(空间结构)更趋复杂,表
现在间、混、套作方式增多;三是模式效益提高、功能

增强,具体情况见本文“１．４功能增强”.

1.4　功能增强

我国南方传统农业稻田耕作制度往往功能比较

单一,而现代农业稻田耕作制度则功能不断拓展、增
强,换言之,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功能的不断拓展和增

强,正是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之

一.其具体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用途增多,一物多用.在我国南方传统农业

稻田耕作制度中,冬季种植紫云英主要功能是增加

土壤肥力(紫云英翻沤入田),而南方现代农业的稻

田耕作制度中,冬季种植紫云英则同时具有多种用

途和功能[３３].一是肥用,紫云英是优质的有机肥,
养分齐全且含量较高,翻沤入田对提高土壤肥力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籽用,紫云英留种,为翌年

发展绿肥生产打下基础.三是饲用,用紫云英作青

贮饲料,对发展畜牧业生产、促进南方稻区农牧结合

具有重要意义.四是菜用,紫云英植株嫩梢鲜嫩多

汁,口感好,是春季良好的时令蔬菜和特色蔬菜.五

５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１卷　

表４　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典型模式举例

Table４　ExamplesoftypicalpatternsofpaddyfarmingsystemsinSouthernChina

地区 Region 传统模式 Traditionalmode 新型模式 Newmode

长江中下游区

Middleand
lowerreaches
oftheYangtze

River

上海

ShanghaiCity
麦(或油)—稻;肥(或麦、油)—稻—稻

肥(油、麦或冬休)—稻,麦/玉米—稻,麦/西瓜—
稻;稻×蛙,稻×鳖,稻×虾

江苏

Jiangsu
Province

小麦(或油菜、绿肥)—单季稻;绿肥(紫云英)—
早稻—晚稻,冬闲—早稻—晚稻

草莓—水稻,大蒜(白蒜)—水稻,西瓜—水稻,番
茄—水稻,花 生—水 稻,黑 麦 草—水 稻,麦/玉

米—稻;稻×虾(蟹、鳖、鳅)

浙江

Zhejiang
Province

肥(或 油、麦、蚕 豆、豌 豆)—稻—稻;春 粮 (麦

类)—春玉米(春大豆)—晚稻,春粮—早稻—秋

旱粮(玉米、大豆、甘薯)

雪菜—水稻,甘 蓝—水 稻,西 瓜—水 稻,鲜 食 大

豆—水稻,生 姜—水 稻,元 胡—水 稻,香 菇—水

稻,黑木耳—水稻;鲜食蚕豆/春玉米—晚稻,春
马铃薯—早中稻—秋马铃薯;单季稻×鱼,头季

稻×鱼—再生稻×鱼

安徽

Anhui
Province

小麦 (或 油 菜)—水 稻,花 生—水 稻,冬 闲—早

稻—晚稻

浅水藕—晚稻,油菜‖冬季蔬菜(如包菜、大蒜

等)/西瓜—晚稻,黑麦草/鲜食玉米—晚稻,紫菜

薹—玉米—晚粳 稻;稻 × 虾、稻 × 鳅、稻 × 鳖、
稻×鱼、稻×蟹

江西

Jiangxi
Province

肥(油、麦、蚕豆、豌豆)—稻—稻;冬闲—双季稻,
烟草—稻,早稻—甘薯,早稻—玉米‖大豆

冬菜(大蒜等)—双季稻,油菜—早稻—再生稻,
油/瓜—稻;油菜—单季稻,马铃薯—单季稻,大
球盖菇—优质稻,莲藕/晚稻,早稻—禾根豆(大
豆);稻×鱼,稻×虾,稻×蟹,稻×鳖,稻×鳅,
稻×蛙,稻×珍珠蚌

湖北

Hubei
Province

肥(或油、麦)—稻—稻;油菜—中稻,马铃薯—水

稻,烟草—水稻;冬闲—中稻(或一季晚稻)

冬闲—早稻—晚稻,早稻－再生稻,麦—稻,玉米

－水稻,蔬菜—水稻;稻×虾(包括“一稻一虾”、
“一稻两虾”、“一稻三虾”３ 种 形 式),稻 × 鱼,
稻×鳖,稻×蟹,稻×鳅

湖南

Hunan
Province

肥(或油、蔬菜、马铃薯)—稻—稻;绿肥—水稻,
油菜—水稻,烟—稻;冬闲—水稻

混播绿肥(紫云英×油菜×肥田萝卜)—双季超

级稻,黑麦草—双季超级稻,蚕豌豆—双季超级

稻,蔬菜—双 季 超 级 稻;油 菜—水 稻,蔬 菜—水

稻,玉米—水稻,西瓜 ‖ 玉米—晚稻,辣椒—晚

稻;冬闲—中稻,混播绿肥—中稻;稻×鸭,稻×
虾,稻×鱼,稻×鳖,稻×蛙,稻×蟹

华南区

SouthChina

福建

Fujian
Province

肥(或油、麦)—稻—稻,冬作(大麦、小麦)—春大

豆—晚稻,蚕豆—早稻—晚甘薯;冬作(绿肥、油
菜)—单季中(晚)稻,早稻—秋大豆(或秋花生);
春大豆(或春花生)—晚稻

紫云英—中稻—再生稻,紫云英—蔬菜—晚稻,
蔬菜—早稻—再生稻;早稻—再生稻,中稻—再

生稻,蔬菜(如西红柿)—晚稻,席草(灯心草、龙
须草、蒲草)—晚稻,黑麦草—水稻;稻×鱼,稻×
萍×鱼,稻×虾,稻×螺,稻×鳅

广东

Guangdong
Province

稻—稻—稻,肥(或麦、油、蚕豆、豌豆、薯、菜)—
稻—稻;早稻—晚稻,早稻—薯(或花生),花生
(烟、薯)—晚稻,冬(春)蔗—晚稻

冬种作物(绿肥、冬小麦或冬季蔬菜)—早稻—再

生稻—晚稻;冬小麦—早稻—再生稻,早稻—再

生稻—晚稻,早稻—再生稻—二次再生稻,一季

中稻—再生稻;菜—稻(中晚稻)—菜,甜玉米—
中晚稻—马铃薯,蔬菜—中晚稻—甜玉米;稻×
鱼,稻×鸭

海南

Hainan
Province

冬闲—稻—稻,稻—稻—稻,绿肥(或豆、甘薯)—
稻—稻;冬薯—晚稻,瓜菜—晚稻

冬瓜菜—稻—稻,早稻—中稻—晚秋薯,花生(春
花生)—稻—薯(晚秋薯),玉米—稻—稻

广西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绿肥(或大麦、小麦、蚕豆、豌豆、冬烤烟、油菜、冬
玉米、冬甘薯、冬季饲料)—稻—稻;大麦(或小

麦、油菜)—中稻;玉米—中(晚)稻,春花生—晚

稻,早稻—秋花生

冬季蔬菜—早稻—晚稻,冬季蔬菜—早稻—秋季蔬

菜;冬闲—稻—稻,马铃薯—中稻,蚕豆(豌豆)—中

稻,蔬菜—中稻,莴苣—中稻,大蒜—中稻,西瓜—
晚稻,甘蔗—晚稻;优质早稻×鱼—再生稻×鱼,冬
绿肥—稻(再生稻)×鱼,稻×螺,稻×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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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ContinuedTable４
地区 Region 传统模式 Traditionalmode 新型模式 Newmode

西南区

Southwest

重庆

Chongqing
City

冬闲—双季稻,大麦(或小麦)中稻—再生稻;绿
肥(或油菜、小麦)—中稻;冬闲—中稻

菜—稻—菜,中 稻—再 生 稻,榨 菜—水 稻,黑 木

耳—中稻,蘑 菇—中 稻;稻 × 鸭,稻 × 小 龙 虾,
稻×鲫,稻×大鳞副泥鳅,稻×中华绒鳌蟹,稻×
虾×蟹(罗氏沼虾×中华绒鳌蟹)

四川

Sichuan
Province

麦(或油)—稻,冬闲(冬水田)—中稻,中稻—再

生稻;肥—稻—稻,麦—稻—秋大豆,麦—玉米—
稻,油—玉米—稻;冬水田(养鱼)—中稻

冬水田—中稻,蚕豆—中稻,豌豆—中稻,多花黑

麦草—中稻,绿肥(饲料、蔬菜)—中稻;油菜—中

稻—再生稻,麦—早中稻—秋马铃薯,油菜—早

中稻—秋马铃薯,春马铃薯—水稻—秋马铃薯,
冬季蔬菜—水稻—秋马铃薯;稻×草鱼,稻×田

鱼(土著鱼),稻×甲鱼(中华鳖)

贵州

Guizhou
Province

冬闲(炕 冬 或 泡 冬)—水 稻;绿 肥 (紫 云 英、苕

子)—中稻,油菜(或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
中稻;绿肥(或麦、油)—稻—稻;稻(垄)×鱼(沟)

大蒜—水稻,早熟蔬菜(辣椒、番茄、黄瓜)—水

稻,西瓜—水稻;肥/瓜—稻,油/瓜—稻,菜/早玉

米—稻,菜—稻—菜,草 莓—稻—菜,油 菜—中

稻—再生稻;稻×虾,稻×蛙,稻×蟹×鱼,稻－
鱼－鸭

云南

Yunnan
Province

小麦—早稻—晚稻,冬闲—稻—稻,冬闲—稻—
再生 稻,麦—稻,油 菜—水 稻,蚕 豆—中 稻,春

烟—水稻

小麦(油菜、蚕豆、豌豆)—水稻,羊肚菌—水稻,
水稻—水 稻;冬 作/瓜—稻,冬 作—早 稻—再 生

稻,冬玉米(鲜食)—稻—秋玉米(鲜食);冬马铃

薯—玉米—水稻;稻 × 鸭 × 鱼 ‖ 埂 种 果,稻 ×
鸭×鱼‖埂豆,稻×鳅—菜,稻×鱼,稻×鱼×
鸭,稻×蟹

　注:‖,间作(间种);×,混作(混播、混种、混养);/,套作(套播、套种、套栽);—,平播接茬(接茬复种);资料来源于笔者对南方稻田耕作制

度长期调查,并参考相关文献,如刘巽浩等[３０]、陈阜等[３１]、黄国勤等[１,３２].Note:Themeaningofthesymbol‖,intercropping(intercropＧ

ping);×,mixedcropping(mixedcropping,mixedcropping,polyculture);“/”,intercropping(intercropping,intercropping,intercropping);

“—＂,flatsowing(stubbleandmultiplecropping)．Thedatacomesfromtheauthor’slongＧterminvestigationandthinkingonthericefarmＧ

ingsysteminSouthernChina,andreferenceandcitingrelatedliterature,suchasLiuetal．[３０],Chenetal．[３１],andHuangetal[１,３２]．

是蜜用,紫云英是重要的蜜源植物之一,花期长、药
粉质量高,是南方稻区发展养蜂业最好的蜜源,且紫

云英蜜品质上等,对降低人体胆固醇、抗动脉硬化和

抗辐射均有良好作用.六是药用,紫云英作为一种

中草药,在«本草纲目»«食疗本草»中都有记载,紫云

英根、叶子、种子、全草及花中均含有多种药物成分

和多种维生素,皆可入药,有明目、健脾、止痛之功

效.七是观赏用,紫云英碧绿的叶、紫红的花,且花

期长(可陆续开花达数月之久),已成为现代乡村旅

游业中的一道美丽风景.八是开发富硒产品,紫云

英为黄芪属植物,是自然界为数较少的富硒植物之

一,能将土壤中的无机硒转化为可被人体安全吸收

利用的有机态硒,其硒含量平均为４．９２mg/kg[３４].
目前,开发紫云英富硒产品(如紫云英花茶、紫云英

干菜等)已成为提升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功能和

效益的热点和新的增长点.九是利用紫云英进行稻

田生态修复.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稻田由于施肥不合

理等多种原因出现严重酸化问题,而土壤酸化带来

的直接影响是重金属污染增加.种植紫云英作绿肥

还田能够提高土壤pH 值、降低土壤中交换态镉的

含量、提高稻作土壤中氧化锰结合态和有机质结合

态镉含量,从而提高作物的安全性.这将成为我国

南方稻田冬种绿肥紫云英种植面积恢复和功能提升

的重要诱因.
与紫云英相类似,在我国南方稻田广泛种植的

具有多种用途和功能作物还有很多,如油菜就兼有

油用(油菜籽榨油)、菜用(油菜薹可以即食也可以经

过脱水加工形成脱水保鲜蔬菜和风味咸菜)、肥用

(油菜在盛花期压青还田肥效好)、饲用(油菜可作青

贮饲料且油菜饼粕又是优质蛋白质饲料)、蜜用(油
菜花蜜已成为我国南方最大宗稳产的蜜种且质量优

效益佳)、观赏用(“彩色油菜花”旅游已发展成为“油
菜花经济”)、能源用(油菜是能源作物可用于生产生

物柴油)、生态用(芥菜型油菜茎叶能同时富集镉、
铅、砷等多种重金属,现已用于我国南方重金属污染

稻田土壤的生态修复)等用途和功能[３５Ｇ３７].
此外,彩色稻在南方现代农业特别是休闲农

业、创意农业发展,以及稻田耕作制度优化与创

新等 方 面 的 作 用 也 越 来 越 受 到 各 方 关 注 和

重视[３８Ｇ３９].

２)产出增加,一田多产.在南方,传统稻田耕作

制度主要生产稻谷等植物性农产品,产品种类和结

构相对单一.近年来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发生

质的飞跃,由单一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变成既种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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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养殖即实行稻田综合种养,既生产稻谷等植物

性农产品,又生产鱼、虾等水产品,形成“一水多

用、一田多产”的良好发展态势,有效地拓展了稻

田的作用和功能[４０Ｇ４１].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南方稻渔

综合种养面积与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９０％和

９５％(表５)[４２Ｇ４３].
表５　我国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与产量

Table５　AreaandyieldofintegratedriceandfisheryfarminginSouthernChinaprovinces
(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government)

地 区

Region

２０１８

面积/hm２

Area

水产品产量/t
Outputofaquatic

products

２０１９

面积/hm２

Area

水产品产量/t
Outputofaquatic

products

长江中下游区

Middleand
lowerreachesof
theYangtzeRiver

上海

ShanghaiCity
７５ ２１９ ９７９ １７４８

江苏

JiangsuProvince
２４１０５８ ２４９９９４ １９２１２０ ３１９３０９

浙江

ZhejiangProvince
４６４３４ １３４８７６ ５１９８２ １５１６７４

安徽

AnhuiProvince
１５０６３６ ２１８８１１ ２７１８９２ ３６６９７３

江西

JiangxiProvince
６６９９６ ９７９５０ １０１１２２ １４７５６６

湖北

HubeiProvince
３９３１７１ ６９０７２２ ４５９８５０ ８２０１１５

湖南

HunanProvince
３００１４８ ２９８０４９ ３１３０１１ ３９１４５７

华南区

SouthChina

福建

FujianProvince
１５９１４ １５８５０ １６２３３ １４７１７

广东

GuangdongProvince
３６４３ １６７４ ３６９０ １９２９

海南

HainanProvince
６９ ２１２ １２ ２２

广西

GuangxiZhuang
AutonomousRegion

４５４１４ ２５２７５ ４７０６４ ３１６４９

西南区

Southwest

四川

SichuanProvince
３１２２３０ ３８３４３１ ３１２７６５ ４０１０３５

重庆

ChongqingCity
３５２９５ ９３７６ ３５８０１ １２６８４

贵州

GuizhouProvince
１１９６２４ ４５５８１ １７９３１２ ６３９６０

云南

YunnanProvince
１１１９４７ ６４５４３ ９７３７９ ５５０９０

南方 South １８４２６５６ ２２３６５６３ ２０８３２１２ ２７７９９２８
全国 Nationwide ２０２８２６２ ２３３３２６８ ２３１７４８８ ２９１３３３０

南方占全国比重/％
Proportionofthesouthinthecountry

９０．８５ ９５．８６ ８９．８９ ９５．４２

　注:根据«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８年)»[４２]«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年)»[４３]«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

报告(２０２０年)»[４４]相关资料整理而成.Note:AccordingtotheDevelopmentReportofChina’sRiceＧfishingComprehensivePlantingand

FarmingIndustry (２０１８)[４２],China’sRiceＧfishingComprehensivePlantingandFarmingIndustryDevelopmentReport(２０１９)[４３],The

DevelopmentofChina’sRiceＧfishingComprehensivePlantingandBreedingIndustryReport(２０２０)[４４]relatedmaterialsarecompiled．

　　３)功能增强,一制多功.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计划

经济条件下,我国南方各地稻田耕作制度主要是种

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以及经济作物、绿肥和饲料作物

等,主要体现其生产功能.改革开放后,我国南方广

大农村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稻田耕作制度的模式呈现多样化、高效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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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发展趋势,作物一物多用、农田一田多产,极
大地增强稻田耕作制度的功能,南方各地稻田耕作

制度由单一的生产功能,向着同时兼具生产功能、经
济功能、社会功能、旅游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

等多功能方向发展(表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方

稻田耕作制度的生态环境功能已日益受到人们的广

泛关注和重视.总体而言,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

生态环境功能突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３２]:一是稻田

耕作制度有利于水土保持,流失的土壤颗粒较少;二
是稻田处于淹水还原状态,使多数污染物呈现无效

或低效状态;三是稻田是有机质的储存库,有利于

CO２的固存,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四是稻田是天然的

生物氮肥厂,每年固氮量比旱地多３０kg/hm２;五是

稻田有利于调节气候,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六是稻

田补给地下水的作用大,稻田抗御干旱的作用明显

地优于旱地,其土壤剖面为水饱和状态,因而对地下

表６　南方稻田耕作制度的多功能性简述

Table６　BriefdescriptionoftheversatilityofricefarmingsystemsinSouthernChina

功能名称

Functionname
具体表现 Specificperformance 备注 Remark

生产功能

Productionfunction
生产粮食(主要是稻谷)、棉花、油料、绿肥、饲料,以及鸭(稻田养鸭)和多种水产品(稻渔综合

种养)等
经济功能

Economicfunction
农田增效、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助推乡村振兴 李小军[４５]

社会功能

Socialfunction
一是扩大农民就业;二是丰富农产品供给;三是促进社会和谐;四是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旅游功能

Touristfunction
建设稻田公园,促进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湖南省安仁县自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１日稻田公园

开园以来,就引爆自驾游、乡村游,已接待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游客突破千万人次
李小军[４５]

生态功能

Ecologicalfunction
水土保持功能、农田净化功能(转化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小气候调节功能、防灾减灾功能
(蓄水抗旱功能)、绿色低碳功能(碳汇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功能

文化功能

Culturalfunction

南方现有的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中,约２/３都是稻田

耕作制度系统,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

统、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系统(由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
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四个子项目组成)等

闵庆文[４６];
黄国勤[４７]

水和周边旱地土壤不断补给水分,比没有水田的地

区更能抗旱;七是“蓄水于田”,稻田耕作制度对防洪

抗涝有重要作用.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及整个经济社会已迈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４８].就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而言,必须适

应这种变化,走耕作制度高质量发展之路.然而,与
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和要求相比,我国南方稻

田耕作制度尚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与挑战.
2.1　熟制缩减

首先,我国南方广大地区适合发展稻田二熟制、
三熟制,这既可充分利用光、热、水等资源,又能发挥

作物生产潜力.特别是“双三制”(双季稻三熟制)曾
经是我国南方双季稻生产区浙江、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省(自治区)稻
田耕作制度的主体,为增加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我
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由高产向高效(高经

济效益)方向转型,南方稻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出现将稻田三熟制改为二

熟制、二熟制改为一熟制,以及双季稻改为单季稻

(简称“双改单”)的大规模、大范围、大幅度、长时间

的熟制缩减现象,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之后,这种现

象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有进一步加剧之势,并一直持

续至今(尽管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措施,仍没有

完全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第三,我国南方稻田熟制

缩减引发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不仅造成耕地利用率

降低、耕地资源浪费,还造成水稻播种面积缩减、粮
食产 量 下 降,危 及 粮 食 安 全.据 资 料 显 示[４９],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我国南方因“双改单”导致水稻播种

面积减少２５３．１６万hm２(且以长江中下游区表现最

为突出),产量损失１１６４．２２万t.
2.2　耕地撂荒

耕地休闲、抛荒、撂荒是对耕地资源的最大浪

费.近２０年来,我国南方稻田撂荒现象极其普遍和

严重.一是面积大.据不完全统计[５０],我国南方１５
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冬闲水田(稻田)８７０万hm２,
占水田总面积的 ５０％,其中冬闲水田超过６６．６７
万hm２的省(自治区)有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南
方可以直接利用的冬闲田面积近６６６．６７万hm２[５１].
李雨凌等[５２]研究表明,２０１７年我国南方粮食主产区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６省共有撂荒

耕地(主要指水田)１４３．１２万hm２,占全国１３个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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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区耕地撂荒总面积(４０５．５３万hm２)的３５．２９％.
二是比率高.据２０１８年对西南地区重庆市典型乡

村耕地撂荒情况的深度调查[５３],重庆市长寿区的 A
村耕地撂荒率达２４．０％,重庆市彭水县的 C村耕地

撂荒率达３４．５％.据李雨凌等[５２]调查研究,江苏、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耕地撂荒率分别为

２．９４％、４．３５％、８．７９％、６．０６％、３．５２％、１．０１％.三

是损失重.撂荒问题突出,不仅直接减少粮食产量,
还会引发水土流失,损害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景

观,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产生双重负面效应.李

雨凌等[５２]研究表明,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四川等６个国家粮食主产区２０１７年因耕地撂荒共

损失粮食８１９．７万t,占当年全国１３个粮食主产区

撂荒粮食损失总量(２２６５．６万t)的３６．１８％,占当年

６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粮食总产

量(１８５８７．２万t)的４．４１％.
2.3　生态破坏

１)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造成对大量稻田

耕地资源的破坏、占用.随着我国南方各地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工业园区扩建、新城区开建、矿山开发、
道路修建等开发建设项目不断增多,客观上造成对

耕地资源特别是优质稻田资源的破坏或占用,致使

耕地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最新公布的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拥有耕地１．２７８７
亿hm２,与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相比,１０年间

全国耕地减少０．０７５３亿hm２[５４],其中至少有一半

以上发生在我国南方地区,且主要是南方水田耕地

资源.
２)近年来南方大规模的稻渔综合种养对稻田资

源造成的生态破坏.根据我们近来的实际调查,长
江经济带稻田综合种养已对区域农业耕地资源、水
资源造成不利影响,或者说,存在严重的耕地资源、
水资源安全风险与隐患.首先,从耕地资源来说,由
于实行稻田综合种养,必然要对原有稻田结构进行

改造,要进行一系列的田间工程,如改造水利设施、
修建田间道路,以及开挖养殖沟(坑),建造高标准蓄

水沟、蓄水池等,由于操作不规范,随意扩大改造面

积和规模,尤其是随意扩大养殖沟(坑)开挖深度和

宽度,这就必然对稻田耕地资源造成３种后果:一是

损毁耕地(破坏耕地资源);二是挤占耕地;三是减少

耕地(面积减少),并最终对稻田这一优质良田、优质

耕地资源安全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种对稻田资

源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连续性和不可逆的(一旦

不进行稻田种养,稻田难以恢复原状).其次,从水

资源来看,如稻田长期种植水稻,可实行节水灌溉、
湿润灌溉,水稻生育中期(水稻有效分蘖末期至节间

开始伸长期间)可进行晒田,这既可促进水稻稳产高

产,还可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对缓解

水资源短缺、水资源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若实行

稻田综合种养,用稻田养殖鱼、虾等水生动物,其对

水资源的消耗量必然大幅度增加,长此以往,必然对

区域水资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这种风险与隐患不

可忽视.第三,有的地方将不适宜的稻田进行稻田

综合种养即挖田改塘、抽水灌溉,既破坏了耕地资

源,又浪费了水资源和能源资源,对资源安全带来风

险和隐患,对稻田生态带来严重破坏.

３)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对稻田造成的生态破

坏.高标准农田建设本意是促进生态、改善生态、优
化生态,使农田生产条件更加优化,更加适合实现农

业的高产高效.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地出现

不同程度的偏差,如道路过度硬化(水泥化),农田田

埂(田堘)和沟渠没有按生态化要求建设,农田绿化、
林网化生态建设没有达到应有标准等.

此外,随着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大型机械对南方

稻田碾压带来的生态破坏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有的

将稻田田埂(田堘)压坏,有的将稻田压成一个大窟

窿,有的将水沟、水渠、水系“压破”或压坏,影响正常

农业生产.
2.4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直接对组成耕作制度的各种作物的产

量及品质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危及耕作制度整体功

能、效益与可持续发展能力[３２].２０１４年,原环境保

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公报»[５５]显示,全国耕地环境污染严重,耕地土壤点

位超标率为１９．４％,远超过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
在耕地中,我国南方水田(稻田)环境污染尤其严重,
特别是稻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根据近年调

查和研究,我国南方稻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有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面积大.以湖南省为例[５６],湖南省被

污染的耕地面积已占该省耕地总面积的２３．７％,主
要污染物为重金属镉(Cd)、铅(Pb).２０１３年湖南

省株洲市镉(Cd)重度污染土地面积达３．４万hm２,
其中超标５倍以上的达到１．６万hm２[５７].二是分布

广.我国南方１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存在稻田

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覃焱等[５８]对２０１８年中国南

方长江中下游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西南区云

南、贵州,华南区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以及北方河

南、新疆、宁夏等省(自治区)生产的７０种市售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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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d、Pb、As、Hg４种重金属含量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以上各省(自治区)大米中４种重金属几乎均

被检出,其中,Cd、As、Pb检出率多为８０％或以上,

Hg的检出率多为２０％或以上,大米样品 Cd、Hg、
Pb、As超标率分别为２７．１４％、１５．７１％、１１．４３％、

８．５７％.我国南方各省(自治区)大米样品重金属平

均检出率和超标率高于北方３省或自治区(河南、新
疆、宁夏).三是危害重.我国南方稻田土壤重金属

污染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生产的重金属超标的大

米如“镉米”,人畜食用后,危害人畜健康;重金属超标

的大米不受市场欢迎[５９],造成不良影响[６０].四是治

理难.针对湖南省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地区

存在严重的耕地重金属污染问题,２０１４年３月,原农

业部(现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正式批准启动“湖南重

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目

前治理工作已经实施了５年(试点工作已基本到期结

束),但从治理整体效果看,可能偏离预期[６１].
2.5　土壤退化

土壤是稻田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基础.加强农

田土壤管理,实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不断提高农田

土壤地力,这是建立合理耕作制度、实现耕作制度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３０].土壤退化是稻田生态退

化的重要形式之一,直接影响稻田质量、降低稻田耕

作制度生产力和生态经济效益,对稻田耕作制度高

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极其不利.当前,我国南方稻

田土壤退化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１)土壤酸化.研究表明[６２],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间,

中国南方的江苏、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和云南６个

省(自治区)水稻土显著酸化,土壤pH 下降０．５９个

单位,平均每年下降０．０２３个单位.叶英聪等[６３]研

究表明,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间,水稻土受土壤酸胁迫程

度加剧,特别是水稻土由酸性(pH 值为５．５~６．５)转
变成强酸性(pH 值≤５．５)的面积比例增加,这主要

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中部、南部和华南区中部、南部;
３９年间水稻土平均pH 值下降了０．２６个单位,其
中,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pH 值平均分别下降０．２９
和０．５８个单位.１９８２—２０１７年江西省进贤县稻田

土壤pH 呈下降趋势[６４].导致南方稻田土壤酸化的

主要原因有:一是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田间管理措

施;二是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三是全

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大气干湿沉降等多种自然因素.

２)局部土壤贫瘠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方稻

田土壤肥力总体有所上升,但局部小区域的稻田土

壤肥力下降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有些地方稻田土

壤有机质含量下降,缺肥(土壤“瘦”,肥力低)、缺素

(土壤缺乏营养元素),尤其是钼(Mo)、硼(B)等微

量元素缺乏,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和成熟.

３)土壤僵板化.我国南方现有稻田中,约有２/３
属于中低产田.导致中、低产的原因很多,其中土壤

物理性状变差,造成僵化、板结是其重要原因之

一[６５].我国南方稻田土壤僵板化有以下形式过程

与特征:一是“冷”.南方稻区有大量冷浸田,长年浸

水,潜育层深厚,排水不良、土壤通气透水性差.如

江西省有冷浸田性质的潜育性水稻土 ２９．３２ 万

hm２,以吉安、九江和上饶三市分布面积最大,南昌、
鹰潭、赣州和宜春四市次之,主要分为表潜和全潜２
种类型,表潜类型冷浸田主要有表潜灰麻泥沙田、表
潜红沙泥田、表潜灰黄泥田以及表潜潮沙泥田,全潜

类型冷浸田主要有麻泥沙田、灰麻泥沙田、紫沙泥

田、灰紫泥田等１０余种土壤类型[６６].二是“板”.
土壤板结、僵板是我国南方中低产水稻田的典型特

征.导致土壤板结的主要原因是黏粒含量过高且有

机质含量较低,表土黏粒含量高易板结(黏韧性强),
犁底层或心土层黏粒含量高则不利于水分下渗,易
发生土壤上层滞水,并影响作物根系下伸等,同时也

不利于土壤通气,且犁耕阻力大、耕性差,因而导致

作物低产.长期施用化肥、土壤酸化、单一或不合理

的耕作及种植模式等,也是导致土壤板结的重要原

因.三是“毒”.稻田土壤中由于长年浸水,处于缺

氧和阴冷的环境中,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积累,直接

抑制水稻等作物生长,导致低产低效[３２,６５].
４)土壤次生潜育化.一方面,稻田土壤次生潜

育化是我国南方低产水稻土的主要类型,且在各地

普遍存在,直接影响稻田耕作制度的高产高效和可

持续发展.它是在淹水条件下形成的还原性水稻

土,其特点是排水不良、土壤渍水,由于地下水位高

或受冷浸水的影响,该类土壤土温低、缺乏有效养分

且还原性物质多,往往导致水稻迟熟低产.土壤次

生潜育化是造成我国南方稻田土壤有毒、有害物质

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南方稻田长

期实行“绿肥(紫云英)—双季稻”复种连作模式,是
导致土壤次生潜育化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６７].
2.6　生物多样性衰退

近３０年来,我国南方稻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

性衰退迹象明显.其主要原因:一是稻田生物种类

减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不仅

消灭了病、虫和杂草危害,同时也杀死了有益生物,
特别是害虫天敌[６８Ｇ６９].二是稻田生物生境萎缩,南

１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１卷　

方稻田多为良田,部分地区因工业化、城市化、城镇

化的快速发展而被占用,导致稻田生物栖息空间严

重萎缩,不利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发展[７０].三是生

物入侵加剧稻田生物多样性衰退.如福寿螺已成

为我国南方稻田生态系统的重要入侵生物,不仅

对我国南方水稻的高产稳产产生不利影响,而且

危及稻田生物多样性及稻田生态安全[７１].四是人

为捕食有益生物甚至是害虫天敌,导致生物多样

性加速衰减.
2.7　自然灾害频发

我国南方是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地区,农业自然

灾害频发,造成巨大的损失(表７).从表７可以看

出[３],２０１９年我国南方农业自然灾害具有以下特

点:一是灾害种类多,包括旱灾、洪涝、地质灾害、
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等气象灾害和地质灾

害;二是受灾面积大,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全国农作

物总受灾面积４０％以上,尤其是旱灾受灾面积达

全国的５７％以上,洪涝、地质灾害和台风受灾面积

也占全国１/３以上;三是由灾害造成的损失大,我
国南方全年(２０１９年)农作物绝收占全国３６．７６％;
人口受灾８３２３．９万人次,因灾死亡(含失踪)人口

７２９人,分别占全国的６０％以上和８０％以上.我

国南方当年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２１１７．８亿

元,占全国近６５％.
2.8　经济效益降低

经济效益高低不仅是衡量稻田耕作制度优劣的

一个重要指标,而且是一种耕作制度能否广泛推广

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南方稻

田耕作制度的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稻田耕作制度

的可持续发展令人担忧.“种粮不赚钱”“种稻会亏

本”,我国南方各地粮农、稻农对此反应越来越明显、
强烈;不愿种、不想种、不去种的现象日趋严重.如

果不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势必影响我国南方稻

田耕作制度长远发展,进而影响南方乃至全国的粮

食生产与粮食安全.
造成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经济效益普遍降低

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种子越来越贵.据湖南省农业

经济和农业区划研究所调查[７２Ｇ７３],２０１９年杂交稻种

子平均价格为６７．００元/kg,常规稻种子平均价格为

５．８０元/kg,较上年增加２％~６％.二是化肥、农
药、农膜等农资价格越来越高.如２０１９年部分农药

的价格相比２０１８年就上涨了近３０％[７４].三是机械

化成本上升.我国南方稻田生产过程中,机耕、机种

(机播)、机收比例上升,但价格同样在不断上涨,用

“机”成本提高.四是人工成本上升.目前,我国南

方稻区农忙季节人工成本多为１５０~２００元/d,有的

地方 (特 别 是 城 市 郊 区)可 高 达 到 ２５０~３００
元/d[３２].五是土地(耕地)流转费用越来越高.江

西省水稻田流转费用已达到５００~６００元/６６７m２,
有的优质稻田高达７００~８００元/６６７m２[５９].六是

严重的农业自然灾害常常造成水稻减产、失收,影响

稻田经济效益持续稳定增加(表７).七是由于第

二、第三产业的高经济效益,其对农业特别是种植业

的生产要素的吸引作用越来越大.从事种植业特别

是水稻产业,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第二、三产业(如
服务业、交通业、加工业)相比,差距甚远.这种反差

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户更不愿意种田、种稻,并逐步形

成恶性循环.
2.9　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

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
具体表现在:

１)劳动力缺乏.如上所述,由于稻田耕作制度

经济效益降低,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和稻田耕作的农

村劳动力日益减少,种田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年龄越

来越老已成南方甚至全国的普遍现象.

２)养地削弱.养地制度(包括养地技术、养地措

施、养地方法等)是耕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确

保耕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从我国南方稻田养地的途径、方法和养地效果来看,
存在明显的“削弱”现象.一是冬季绿肥紫云英种植

面积减少、鲜草产量下降,生物养地大大削弱[７５Ｇ７６];
二是有机肥料,如猪牛栏粪、鸡鸭鹅屎、草皮树叶、河
塘沟泥,以及生活垃圾等的积肥还田量大为减少,影
响农田土壤培肥;三是实行精耕细作、用养结合的稻

田越来越少,而“重用轻养”“只用不养”“粗放耕作”
甚至是不耕作的稻田却在增多[３２],这对稻田耕作制

度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３)基础脆弱.根据我们近年来对南方农业、南
方稻田耕作制度的考察和调研,南方农业的基础设

施总体还是脆弱的,就农业水利设施而言,因为长年

失修、老化,甚至有的遭到破坏,造成只有大约１/３
的水利设施能正常运转,另有约１/３是带病作业,还
有１/３是废品即根本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７７].
这种状况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治理,势必影响我国南

方稻田耕作制度及农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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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战略建议与对策

3.1　战略目标

２０２１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已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奋斗的目标.新发展阶

段,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也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新要求,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即建立高质量发展的稻

田耕作制度,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南方地

区稻田耕作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战略目标与发展方

向.我国南方地区高质量发展稻田耕作制度的具体

要求,应是“六高三低”:“六高”,即高产量(稻田生产

的农产品产量高)、高品质(农产品品质高、质量优)、
高复种(耕地复种指数高、土地利用率高,实行多熟

种植)、高效率(资源利用和转化效率高)、高效益(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高);“三低”,即低消耗

(资源、能源消耗低)、低污染(环境污染低,甚至是零污

染、无废物的生产)、低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

排放量低,土壤固碳能力强,实现碳中和要求).
3.2　遵循原则

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调整、改革、建设与发

展,必须遵循三大基本原则.一是坚持资源开发、利
用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农业生产的过程、稻田耕

作制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的利用与转化

过程,就是将自然界的光、热、水、气(如氧气)、土(土
壤)、肥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社会经济

资源,通过绿色植物(农作物,如水稻等)的光合作

用,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化学潜能(农产品).在这

一利用与转化过程中,必须将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

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才能实现资

源的永续利用、可持续利用,才能实现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二是坚持发展质量、速度与效益相统一

的原则.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高质量发展,必须

是发展质量、速度与效益三者的统一.即在进行南

方稻田耕作制度改革时,在首先确保质量(如农产品

品质)提高的前提下,应加快发展速度、提升发展效

益.只有这样三者兼顾和统一的发展,才是高质量

发展,才能同时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质和量的需求.
否则,就不是高质量发展.三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的原则.我国南方稻田耕作

制度的高质量发展,还必须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

社会效益相协调的发展.南方任何一种稻田耕作制

度模式的推广应用,应既能满足农民的经济效益,使
农民经济上增加收入,又能满足国家和全社会粮食

安全、食品安全的要求,粮食产量不仅数量要多、要
足,还要质量高、质量安全,要吃得好、吃得舒服、吃
得健康即食品质优、安全、保健;还能有良好的生态

效益,能保证子孙后代有吃、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

康.这就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能

力———这就是高质量发展.
3.3　主要措施

在围绕上述目标、遵循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必须

采取“一保”“二扩”“三建”“四改”“五节”的具体

措施.
１)一保,即保护耕地资源.稻田耕地资源是稻

田耕作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护好稻田耕

地资源,才有可能建设好稻田耕作制度、调整好稻田

耕作制度、改革好稻田耕作制度,稻田耕作制度才有

可能科学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要保护好稻

田耕地资源,首先必须树立保护稻田耕地资源的意

识,充分认识稻田耕地资源的意义、价值及其保护的

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次,要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第三,对违规者要加强教

育,对违法者要绳之以法.
２)二扩,即扩种冬作、扩大稻作.我国南方冬闲

田面积大,冬季农业薄弱,必须千方百计扩大冬季作

物种植,挖掘冬季农业生产潜力.一是挖掘面积潜

力,将我国南方现有冬闲稻田全部种上冬季作物,冬
季披上绿装,这是稻田冬季农业开发的基础和前提.
二是挖掘单产潜力,通过良田(优良农田)、良制(优
良种植制度、种植模式)、良种(优良品种)、良法(优
良栽培技术与方法)、良物(优良物质投入和精良物

质装备)、良境(优良生态环境),“六良”配套,提高冬

作单位面积产量.三是挖掘结构潜力,将我国南方

冬闲稻田面积的４０％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３０％种

植冬季油菜、２０％种植冬季粮食作物(马铃薯、蚕豆、
豌豆等)、１０％种植冬季蔬菜,其综合效益最佳.四

是挖掘转化潜力,即将紫云英地上部１/３鲜草直接

翻沤肥田,２/３鲜草用作青贮饲料,发展畜牧业,实
行农牧结合,将植物性产品(紫云英鲜草)转化为动

物性产品(发展养殖业生产畜产品),其整体效益、系
统效益更加显著.

水稻是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的主体和核心,
在扩种冬季作物的基础上,还必须扩大稻田水稻种

植面积.一是恢复双季稻,在南方双季稻生产区,要
下决心并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这对

增加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二是在发

展稻渔综合种养时,切忌重渔轻稻、以渔挤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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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前提下,发展稻田养

殖业,稻田种稻是本,养鱼(或养鸭)是末,不能本末

倒置.三是在有水源(灌溉)等条件的地方,可因地

制宜适度实行旱改水(将旱地改为水田)、旱转水(将
种旱作物改为水稻),以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３)三建,即建设绿色生态、建设高标准农田、建
立防灾减灾体系.一是建设绿色生态.为适应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要向扩

绿、增绿方向转型,建设好稻田耕作制度周边绿色生

态,包括田堘(田埂)绿化、道路绿化、沟渠绿化等.
二是建设高标准农田.国家已制定«全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农业农村部农田建

设管理司),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坚决按照

该规划要求,扎扎实实推进.三是建立防灾减灾体

系.要在遵循农业自然灾害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建立南方防灾减灾和稳产增收型稻田耕作制度

模式与技术体系.
４)四改,即单改双、籼改粳、劣改优、连改轮.一

是单改双.即将我国南方现有单季稻,在光、热、水
等资源条件满足的条件下,要尽量改回双季稻即恢

复双季稻种植.二是籼改粳.我国南方种植水稻多

以籼稻为主,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西、湖北、
湖南等地.由于粳稻在光温资源利用、稳产性、抗逆

性,以及加工品质、蒸煮食味等方面较籼稻具有一定

优势,符合稻优质转型的要求,因此,我国南方各地

正在积极推动将种植籼稻改为种植粳稻,且已取得

积极进展与成效[７８].三是劣改优.将我国南方稻

田现有种植的低产、低效、“过时”的水稻品种,改为

种植高产、高效、优质水稻品种.四是连改轮.根据

作者调查和粗略估算,我国南方各地[７９Ｇ８０],特别是长

江中下游地区[８１]约有８０％~９０％的稻田长期实行

连作(多为复种连作),导致农田不同程度地产生连

作障碍,包括造成土壤缺肥、缺素,作物病害、虫害、
杂草危害加重,以及土壤有毒、有害物质积累等,并
最终影响农产品特别是稻米的产量和品质.为克服

连作障碍,必须将连作或复种连作改为轮作或复种

轮作,如可实行粮豆轮作、粮油轮作、粮菜轮作等多

种水旱轮作模式.
５)五节,即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能.一是

节地.节省稻田耕地资源,将冬闲稻田(主要分布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夏闲稻田(主要分布于华南区的

广东等省)、秋闲稻田(分布于南方秋季干旱稻田)充
分利用起来,实行适地适作(即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就

种植什么作物),不宜休闲、撂荒,不可浪费宝贵的稻

田耕地资源.二是节水.可种植节水型作物或节水

型水稻品种,实行节水型灌溉技术措施,包括湿润灌

溉、间歇灌溉,以及滴灌、微灌、喷灌等.三是节肥.
减少化肥施用量,倡导生物养地、有机肥养地,如种

植绿肥紫云英,种植豆科作物,广辟有机肥源,实行

有机肥与无机肥(化肥)相结合,以及建立用地与养

地相结合的稻田种植制度等.四是节药.尽量减少

化学农药使用,包括使用生物农药、绿色农药、低毒

低残留农药;通过保护天敌、放养天敌(如赤眼蜂)等
达到生物防治病虫害的目的;发展稻田养鸭、稻田养

鱼等稻田复合种养模式,实现生态减灾、生态控害的

目标[８２].五是节能.节省稻田能量投入,有利于实

现“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８３].其具体措施,
可因地制宜适度推行少耕、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措施,
或选用省油、节能、绿色、环保的新型农业机械;改进

种植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推广水稻直播、抛秧等轻

简技术;在不适宜发展移栽双季稻(早稻—晚稻)的
地区,可推行再生双季稻,即早季稻—再生稻模式.

总体来看,要实现我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高质

量发展,“一保”是基础和前提,不保护好耕地资源,
一切无从谈起;“二扩”是核心和关键,只有扩种冬季

作物,开发南方稻田冬季农业,同时又扩大水稻种植

面积,才有可能实现稻田耕作制度高质量发展;“三
建”是保障,只有建设好了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好了

高标准农田、建立起防灾减灾体系,我国南方稻田耕

作制度高产、高质、高效才有坚实保障;“四改”是手

段,只有做到单改双、籼改粳、劣改优、连改轮,我国

南方稻田耕作制度高质量发展才能落到实处;“五
节”既是目标,又是必然结果,只有真正做到节地、节
水、节肥、节药、节能,才能实现稻田耕作制度节能降

碳、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１]　黄国勤,张桃林,赵其国．中国南方耕作制度[M]．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１９９７．HUANG G Q,ZHANG T L,ZHAO Q G．

FarmingsysteminSouthChina[M]．Beijing:ChineseAgriculＧ

turePress,１９９７(inChinese)．
[２]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

[J]．中国统计,２０２１(５):１３．StateStatisticsBureau,Officeof

theSeventh NationalCensus Leading Groupof TheState

Council．Bulletinoftheseventhnationalcensus(No．７):situaＧ

tionofurbanandruralpopulationandfloatingpopulation[J]．

Chinastatisticalyearbook,２０２１(５):１３(inChinese)．

５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１卷　

[３]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２０２０．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ChinastatisticalyearＧ

book(２０２０)[M]．Beijing:ChinaStatisticsPress,２０２０(inChiＧ

nese)．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新中国农业６０年统计资料[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９．MinistryofAgricultureofthePeople’s

RepublicofChina．StatisticsofagricultureinnewChinain６０

years[M]．Beijing:Chinese AgriculturePress,２００９(in ChiＧ

nese)．
[５]　龚骊．改革开放四十年 上海现代农业展新颜[J]．统计科学与实

践,２０１８(１０):３３Ｇ３７．GONGL．AnewlookofmodernagriculＧ

tureinShanghaiduringthefortyyearsofreformandopening
up[J]．Statisticaltheoryandpractice,２０１８(１０):３３Ｇ３７(inChiＧ

nese)．
[６]　曹鹏,段志红,黄见良,等．湖北省水稻全产业链发展路径探析

[J]．作 物 研 究,２０２１,３５(５):４５０Ｇ４５３．CAO P,DUAN Z H,

HUANGJL,etal．Analysisonthedevelopmentpathofwhole

riceindustrychaininHubeiProvince[J]．Cropresearch,２０２１,

３５(５):４５０Ｇ４５３(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７]　曹鹏,张建设,蔡鑫．湖北省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J]．

农学学报,２０２１,１１(３):８４Ｇ８８．CAOP,ZHANGJS,CAIX．The

developmentpathofhighＧqualityriceindustryinHubeiProvＧ

ince[J]．Journalofagriculture,２０２１,１１(３):８４Ｇ８８(inChinese

withEnglishabstract)．
[８]　王丰,柳武革,刘迪林,等．广东优质稻发展及稻米品牌建设与

展望[J]．中国稻米,２０２１,２７(４):１０７Ｇ１１６．WANGF,LIU W G,

LIUDL,etal．Developmentofhighqualityrice,construction

andprospectsofricebrandinGuangdongProvince[J]．China

rice,２０２１,２７(４):１０７Ｇ１１６(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９]　张卫星,马晨怡,袁玉伟,等．我国水稻三大优势产区稻米品质

现状及区域差异[J]．中国稻米,２０２１,２７(５):１２Ｇ１８．ZHANG W

X,MACY,YUAN Y W,etal．Currentsituationandregional

differenceofricegrainqualityinthreericeＧproductionsuperiＧ

orityareasofChina[J]．Chinarice,２０２１,２７(５):１２Ｇ１８(inChiＧ

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１０]祝梅,翁杰,李燕．浙江“头号”水稻良种飘香全国[N]．浙江日

报,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３(１)．ZHU M,WENGJ,LIY．Zhejiang’s“NumＧ

berOne”ricevarietyfragrantalloverthecountry[N]．Zhejiang
Daily,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３(１)(inChinese)．

[１１]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部队．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统计科学与实践,２０１２(３):７Ｇ１４．

ShanghaiMunicipalBureauofStatistics,ShanghaiInvestigaＧ

tionUnitof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２０１１statisticalbulleＧ

tinofShanghai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J]．

Statisticaltheoryandpractice,２０１２(３):７Ｇ１４(inChinese)．
[１２]曹爱兵,姚瑶．江苏省农业绿色发展进阶思考与政策取向探讨

[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２０２１(２):１４Ｇ１７．CAO AB,YAO Y．

Thestudyonadvanceddevelopmentofgreenagricultureand

discussiononpolicyorientationinJiangsuProvince[J]．Quality
andsafetyofagroＧproducts,２０２１(２):１４Ｇ１７(inChinese)．

[１３]邬赟燕．浙江省农业农村标准化发展现状与思考[J]．浙江农业

科学,２０２０,６１(１１):２１９７Ｇ２１９９,２２０４．WU Y Y．Currentstatus

andcountermeasuresofagriculturalandrural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inZhejiangProvince[J]．JournalofZhejiangagriＧ

culturalsciences,２０２０,６１(１１):２１９７Ｇ２１９９,２２０４(inChinese)．
[１４]高思安．安徽省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安徽

农学通报,２０２０,２６(１４):１３Ｇ１５,８１．GAOSA．StudyonthedeＧ

velopmentandcountermeasuresofAnhuiregionalbrandsfor

localagriculturalproducts[J]．AnhuiagriculturalsciencebulleＧ

tin,２０２０,２６(１４):１３Ｇ１５,８１(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１５]卢慧,聂园英,李庆．江西省品牌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

江西农业学报,２０２０,３２(１０):１３６Ｇ１４０．LU H,NIEYY,LIQ．

Currentsituationandstrategyofagriculturalproductsbrandin

JiangxiProvince[J]．ActaagriculturaeJiangxi,２０２０,３２(１０):

１３６Ｇ１４０(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１６]余艳锋．江西省水稻产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J]．

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２０,６１(９):１７２９Ｇ１７３２．YU YF．Problemsand

countermeasuresofgreendevelopmentofriceindustryinJianＧ

gxiProvince[J]．JournalofZhejiangagriculturalsciences,

２０２０,６１(９):１７２９Ｇ１７３２(inChinese)．
[１７]冷凯君,马士华,潘林,等．湖北农产品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现状

与对策研究[J]．供应链管理,２０２０,１(２):２２Ｇ３２．LENGKJ,MA

S H,PAN L,etal．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

productssupplychaininHubeiProvince:currentsituationand

countermeasures[J]．Supplychainmanagement,２０２０,１(２):２２Ｇ

３２(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１８]李慧．以“三品一标”促进湖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J]．甘肃农业,

２０１９(８):１０２Ｇ１０３．LIH．PromotingthehighＧqualitydevelopＧ

mentofHunan’sagriculturalproductswith“Sanpinyibiao”

[J]．Gansuagriculture,２０１９(８):１０２Ｇ１０３(inChinese)．
[１９]张雄 飞,夏 胜 平,黄 凤 林,等．湖 南 优 质 大 米 开 发 路 径 与 方

法———以优质水稻兆优５４３１全产业链开发为例[J]．湖南农业

科学,２０１９(９):１０４Ｇ１０６,１１３．ZHANGXF,XIASP,HUANG

FL,etal．Thewayandmethodofdevelopinghighqualityrice

inHunanProvince:takingthedevelopmentofhighqualityrice

Zhaoyou５４３１industrychainasanexample[J]．HunanagriculＧ

turalsciences,２０１９(９):１０４Ｇ１０６,１１３(inChinesewithEnglish

abstract)．
[２０]赵玲玲,刘胜男．补上“三农”领域绿色发展短板[N]．湖南日报,

２０２０Ｇ０３Ｇ１４(６)．ZHAOLL,LIUSN．Makeupthe“agriculture

ruralareasandfarmers”fieldgreendevelopmentshortboard
[N]．Hunandaily,２０２０Ｇ０３Ｇ１４(６)(inChinese)．

[２１]崔永辉．关于加快福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考[J]．发展研究,

２０２１,３８(３):１Ｇ７．CUIY H．ThoughtsonacceleratingagriculＧ

turalandruralmodernizationinFujianProvince[J]．DevelopＧ

mentresearch,２０２１,３８(３):１Ｇ７(inChinese)．
[２２]李娇．后疫情时代福建特色农产品品牌营销对策[J]．台湾农业

探索,２０２１(２):６２Ｇ６８．LIJ．CountermeasuresonthebrandmarＧ

ketingofcharacteristicagriculturalproductsinFujianinthe

postＧepidemicera[J]．Taiwanagriculturalresearch,２０２１(２):

６２Ｇ６８(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２３]李晓慧,赵宏硕,周秋平．海南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现状

及对策[J]．热带农业科学,２０２０,４０(１１):１３５Ｇ１３９．LIX H,

ZHAO H S,ZHOU Q P．Currentdevelopmentsituationand

６１



　第１期 黄国勤:中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发展的成就、问题及战略对策 　

countermeasuresofregionalpublicbrandofagriculturalprodＧ

uctsinHainanProvince[J]．ChinesejournaloftropicalagriculＧ

ture,２０２０,４０(１１):１３５Ｇ１３９(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２４]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２０２０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N]．广西日报,２０２１Ｇ０６Ｇ０３(１０)．DepartmentofEcolＧ

ogyandEnvironmentof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

２０２０reporton ecologicaland environmentalconditionsof

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N]．Guangxidaily,２０２１Ｇ

０６Ｇ０３(１０)(inChinese)．
[２５]本刊编辑部．到２０２５年,重庆市优质绿色品牌农产品将稳定在

３０００个[J]．南方农业,２０２１,１５(１):１１．TheeditorialdepartＧ

mentofthisjournal．By２０２５,Chongqing’shighＧqualitygreen

brandagriculturalproductswillstabilizeat３０００[J]．SouthChiＧ

naagriculture,２０２１,１５(１):１１(inChinese)．
[２６]侯红梅．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塑造模式创新研究———以四川省

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６):１３８Ｇ１４１．HOU H M．ReＧ

searchonbrandbuildingmodelinnovationoflocalcharacterisＧ

ticagriculturalproducts:acasestudyofSichuanProvince[J]．

Journalofcommercialeconomics,２０２１(６):１３８Ｇ１４１(inChiＧ

nese)．
[２７]李敏,曾涛,熊玉唐,等．贵州水稻生产及产业化现状[J]．种子,

２０１９,３８(１２):１０５Ｇ１０８,１１２．LIM,ZENGT,XIONGYT,etal．

StatusofriceproductionandindustrializationinGuizhou[J]．

Seed,２０１９,３８(１２):１０５Ｇ１０８,１１２(inChinese)．
[２８]邓安凤,杨从党,罗俊,等．云南省水稻生产现状及绿色发展对

策[J]．中国稻米,２０１９,２５(３):８３Ｇ８８．DENGAF,YANGCD,

LUOJ,etal．PresentsituationofriceproductioninYunnan

Provinceandcountermeasuresforgreendevelopment[J]．China

rice,２０１９,２５(３):８３Ｇ８８(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２９]许旭华,王怡瑾,王泽华．加快推动云南农业向高端发展[J]．社

会主义论坛,２０２１(３):１０Ｇ１１,２７．XUXH,WANGYJ,WANG

ZH．AcceleratingthehighＧenddevelopmentofYunnanagriculＧ

ture[J]．Socialistforum,２０２１(３):１０Ｇ１１,２７(inChinese)．
[３０]刘巽浩,牟正国．中国耕作制度[M]．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LIUX H,MOUZG．Chinesefarmingsystems[M]．Beijing:

AgriculturalPress,１９９３(inChinese)．
[３１]陈阜,任天志．中国农作制发展优先序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

出版社,２０１０．CHENF,REN TZ．Astudyonthepriorityof

cropsystemdevelopmentinChina[M]．Beijing:ChinaAgriculＧ

turalPress,２０１０(inChinese)．
[３２]黄国勤．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田耕作制度发展与研究[M]．北京:

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HUANG G Q．Developmentandstudyof

paddyfarmingsystemsinthemiddleandlowerreachesofthe

YangtzeRiver[M]．Beijing:SciencePress,２０２１(inChinese)．
[３３]季卫英,单英杰,汪洁．浙江省紫云英综合利用现状及对策[J]．

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２０,６１(４):６１２Ｇ６１４,６１７．JIW Y,SHANYJ,

WANGJ．CurrentsituationandcountermeasuresofcompreＧ

hensiveutilizationofAstragalussinicusinZhejiangProvince
[J]．JournalofZhejiangagriculturalsciences,２０２０,６１(４):６１２Ｇ

６１４,６１７(inChinese)．
[３４]黄国勤．江西冬季农业开发模式及关键技术[M]．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 社,２００９．HUANG G Q．WinteragriculturaldevelopＧ

mentmodeandkeytechnologyinJiangxiProvince[M]．BeiＧ

jing:ChineseAgriculturePress,２００９(inChinese)．
[３５]魏超,王美容,刘骕骦,等．中国多功能油菜利用的研究现状与

前景 分 析 [J]．肇 庆 学 院 学 报,２０２１,４２(５):５９Ｇ６５．WEIC,

WANG M R,LIU SS,etal．Currentresearchsituationand

prospectsofmultifunctionalutilizationofoilseedrape[J]．JourＧ

nalofZhaoqingUniversity,２０２１,４２(５):５９Ｇ６５(inChinesewith

Englishabstract)．
[３６]姚琳,孙璇,咸拴狮,等．油菜多功能利用及发展前景[J]．粮食与

油脂,２０２０,３３(１１):３２Ｇ３５．YAOL,SUN X,XIANSS,etal．

Multipurposeutilizationanddevelopmentprospectsofrape[J]．

Cereals&oils,２０２０,３３(１１):３２Ｇ３５(inChinesewithEnglish

abstract)．
[３７]郭东,朱孝天,周可金．开源节流创建安徽油菜生产“双全万元”

新模式[J]．安徽农学通报,２０２１,２７(９):５０Ｇ５３．GUOD,ZHUX

T,ZHOU KJ．Increasingrevenueandreducingexpenditure

createsanewmodelof‘twowholeindustrychainsgain１０,０００

Yuan’forAnhuirape[J]．Anhuiagriculturalsciencebulletin,

２０２１,２７(９):５０Ｇ５３(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３８]何国平,刘大明,周亚娣．彩色稻创意种植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初

步探索[J]．上海农业科技,２０１７(５):１８,３５．HEGP,LIUD M,

ZHOU Y D．Preliminaryexplorationofcolorfulricecreative

plantinginFenghuaDistrict,NingboCity[J]．ShanghaiagriculＧ

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２０１７(５):１８,３５(inChinese)．
[３９]王建,张宇曼,刘伟等．大地为幕 彩稻作笔 文化着色———彩色

稻创意农业绽放田园农耕新画卷[J]．云南农业,２０２１(９):６Ｇ７．

WANGJ,ZHANGY M,LIU W,etal．TheearthisthecurＧ

tain,thecoloredriceisthebrush,andthecultureiscolored:

colorfulricecreativeagricultureblossomsintoanewpictureof

farminginthefield[J]．Yunnanagriculture,２０２１(９):６Ｇ７(in

Chinese)．
[４０]郭瑶,肖求清,曹凑贵,等．稻虾共作对稻田杂草群落组成及物

种多样性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３９(２):１７Ｇ２４．

GUOY,XIAOQQ,CAOCG,etal．EffectsofriceＧcrayfisheＧ

cosystemsonweedcommunitycompositionandspeciesdiversiＧ

tyinpaddyfields[J]．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Ｇ

versity,２０２０,３９(２):１７Ｇ２４(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４１]陈松文,江洋,汪金平,等．湖北省稻虾模式发展现状与对策分

析[J]．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２０２０,３９(２):１Ｇ７．CHEN S W,

JIANGY,WANGJP,etal．Situationandcountermeasuresof

integratedriceＧcrayfishfarminginHubeiProvince[J]．Journal

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２０２０,３９(２):１Ｇ７(inChiＧ

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４２]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

产学会,等．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８)[J]．中国

水产,２０１９(１):２０Ｇ２７．FisheriesandFisheriesAdministration

Bureau,MinistryofAgricultureand RuralAffairs,National

FisheriesTechnologyExtensionStation,ChineseFisheriesAsＧ

sociation,etal．Reportonthedevelopmentofriceandfishery
comprehensivebreedingindustryinChina(２０１８)[J]．China

fisheries,２０１９(１):２０Ｇ２７(inChinese)．
[４３]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

７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１卷　

产学会,等．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９)[J]．中国

水产,２０２０(１):１６Ｇ２２．FisheriesandFisheriesAdministration

Bureau,MinistryofAgricultureand RuralAffairs,National

FisheriesTechnologyExtensionStation,ChineseFisheriesAsＧ

sociation,etal．Reportonthedevelopmentofriceandfishery
comprehensivebreedingindustryinChina(２０１９)[J]．China

fisheries,２０２０(１):１６Ｇ２２(inChinese)．
[４４]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

产学会,等．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０)[J]．中国

水产,２０２０(１０):１２Ｇ１９．FisheriesandFisheriesAdministration

Bureau,MinistryofAgricultureand RuralAffairs,National

FisheriesTechnologyExtensionCenter,ChineseFisheriesAsＧ

sociation,etal．Reportonthedevelopmentofriceandfishery
comprehensivebreedingindustryinChina (２０２０)[J]．China

fisheries,２０２０(１０):１２Ｇ１９(inChinese)．
[４５]李小军．转型升级稻田变公园[N]．中国环境报,２０１６Ｇ０９Ｇ０８(３)．

LIXJ．Transformationand Upgradingofpaddyfieldsinto

parks[N]．ChinaEnvironmentNews,２０１６Ｇ０９Ｇ０８(３)(inChiＧ

nese)．
[４６]闵庆文．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回顾与前瞻[J]．自然

与文化遗产研究,２０２０,５(６):１Ｇ９．MIN Q W．Investigation,apＧ

plicationanddesignationofthe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

systemsinChina:retrospectandprospect[J]．Studyonnatural

andculturalheritage,２０２０,５(６):１Ｇ９(inChinesewithEnglish

abstract)．
[４７]黄国勤．江西农业文化遗产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８．HUANGG Q．ResearchonJiangxiagriculturalcultural

heritage[M]．Beijing:ChineseAgriculturePress,２０１８(inChiＧ

nese)．
[４８]本报评论员．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N]．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Ｇ１２Ｇ２３(１)．Commentatorofournewspaper．Agoodstart

for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withhighqualitydevelopment[N]．

People’sdaily,２０２０Ｇ１２Ｇ２３(１)(inChinese)．
[４９]蒋敏,李秀彬,辛良杰,等．南方水稻复种指数变化对国家粮食

产能的影响及其政策启示[J]．地理学报,２０１９,７４(１):３２Ｇ４３．

JIANG M,LIXB,XIN LJ,etal．Theimpactofpaddyrice

multiplecroppingindexchangesinSouthernChinaonnational

grainproductioncapacityanditspolicyimplications[J]．Acta

geographicasinica,２０１９,７４(１):３２Ｇ４３(inChinesewithEnglish

abstract)．
[５０]张建国,刘向东,曹致中,等．饲料稻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J]．草

业学报,２００８,１７(５):１５１Ｇ１５５．ZHANGJG,LIU XD,CAOZ

Z,etal．CurrentstatusandperspectivesofresearchandutilizaＧ

tionofforagerice[J]．Actaprataculturaesinica,２００８,１７(５):

１５１Ｇ１５５(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５１]刘巽浩,陈阜,吴尧．多熟种植———中国农业的中流砥柱[J]．作

物杂志,２０１５(６):１Ｇ９．LIU X H,CHEN F,WU Y．Multiple

cropping:theprincipalpartofChina’sagriculture[J]．Crops,

２０１５(６):１Ｇ９(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５２]李雨凌,马雯秋,姜广辉,等．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程度及

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J]．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２１,３６(６):１４３９Ｇ

１４５４．LIYL,MA W Q,JIANGGH,etal．ThedegreeofcultiＧ

vatedlandabandonmentanditsinfluenceongrainyieldinmain

grainproducingareasofChina[J]．Journalofnaturalresources,

２０２１,３６(６):１４３９Ｇ１４５４(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５３]唐丽桂．西南地区乡村衰落具体表现及诱发问题研究[J]．中国

农学通报,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１５８Ｇ１６４．TANG L G．Studyonthe

specificperformanceandinducedproblemsofruraldeclinein

southwestChina[J]．Chineseagriculturalscience bulletin,

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１５８Ｇ１６４(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５４]孙眉．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N]．农民日报,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０９

(２)．SUN M．Promotingcomprehensivegreentransformation

ofagriculturaldevelopment[N]．Farmers’Daily,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０９
(２)(inChinese)．

[５５]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J]．中国

环保产业,２０１４(５):１０Ｇ１１．MinistryofEnvironmentalProtecＧ

tion,MinistryofLandandResources．Nationalsoilpollution

surveybulletin[J]．China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dustry,

２０１４(５):１０Ｇ１１(inChinese)．
[５６]罗琼,王昆,许靖波,等．我国稻田镉污染现状危害来源及

其生产措施[J]．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４２(３０):１０５４０Ｇ１０５４２．

LUOQ,WANGK,XUJB,etal．Cadmiumpollutionsituation,

harm,sourceandproductionmeasuresinpaddyfieldofChina
[J]．Journalof Anhuiagriculturalsciences,２０１４,４２(３０):

１０５４０Ｇ１０５４２(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５７]方琳娜,方正,钟豫．土壤重金属镉污染状况及其防治措施———

以湖南 省 为 例 [J]．现 代 农 业 科 技,２０１６(７):２１２Ｇ２１３,２１９．

FANGLN,FANGZ,ZHONGY．Statusandcountermeasures

ofCdＧpollutioninsoil:takingHunanProvinceforexample[J]．

Moder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２０１６(７):２１２Ｇ２１３,

２１９(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５８]覃焱,韦燕燕,顾明华．中国市售大米重金属含量及健康风险评

估[J]．食品工业,２０２０,４１(１１):３３２Ｇ３３５．QINY,WEIYY,GU

M H．TheheavymetalcontentmonitoringanddietaryriskasＧ

sessmentofcommercialriceinChina[J]．Thefoodindustry,

２０２０,４１(１１):３３２Ｇ３３５(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５９]余艳锋,付江凡,周海波．江西粮食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J]．中国稻米,２０１９,２５(４):８８Ｇ９２．YU YF,FUJF,ZHOU H

B．PresentsituationandcountermeasuresofJiangxigraininＧ

dustry[J]．Chinarice,２０１９,２５(４):８８Ｇ９２(inChinesewithEngＧ

lishabstract)．
[６０]茉琳．从“鱼米乡”之觞看国内土壤污染之痛[J]．人人健康,２０１３

(１４):１２Ｇ１３．MOL．TheareasrichinfishandfoodinthecounＧ

tryaregraduallydecliningduetosoilpollution[J]．Everyone

iswell,２０１３(１４):１２Ｇ１３(inChinese)．
[６１]凌佳亨,詹思远,张敬业．土壤重金属污染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对

策研究———基于对长株潭地区耕地的调查[J]．农业农村部管

理干 部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９(１):３３Ｇ３６．LINGJH,ZHAN S Y,

ZHANGJY．Studyonthecountermeasuresofagricultural

greendevelopmentunderheavymetalpollutioninsoil:based

ontheinvestigationofcultivatedlandinChangＧZhuＧTanarea
[J]．JournalofAgriculturalManagementInstituteofMinistry
of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２０１９(１):３３Ｇ３６(inChinese)．

[６２]周晓阳,周世伟,徐明岗,等．中国南方水稻土酸化演变特征及

８１



　第１期 黄国勤:中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发展的成就、问题及战略对策 　

影响因素[J]．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８(２３):４８１１Ｇ４８１７．ZHOU

XY,ZHOUSW,XU M G,et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

influencefactorsofacidificationinpaddysoilofSouthernChina
[J]．Scientiaagriculturasinica,２０１５,４８(２３):４８１１Ｇ４８１７(in

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６３]叶英聪,孙波,刘绍贵,等．中国水稻土酸化时空变化特征及其

对氮素盈余的响应[J]．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２１,５２(２):２４６Ｇ２５６．

YEYC,SUNB,LIUSG,etal．SpatioＧtemporalvariationof

paddysoilacidificationanditsresponsetonitrogensurplusin

China[J]．TransactionsoftheCSAM,２０２１,５２(２):２４６Ｇ２５６(in

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６４]王远鹏,黄晶,孙钰翔,等．近３５年红壤稻区土壤肥力时空演变

特征———以进 贤 县 为 例 [J]．中 国 农 业 科 学,２０２０,５３(１６):

３２９４Ｇ３３０６．WANGYP,HUANGJ,SUNYX,etal．SpatiotemＧ

poralvariabilitycharacteristicsofsoilfertilityinredsoilpaddy
regioninthepast３５years:acasestudyofJinxianCounty[J]．

Scientiaagriculturasinica,２０２０,５３(１６):３２９４Ｇ３３０６(inChinese

withEnglishabstract)．
[６５]赵其国,滕应．中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９．ZHAOQG,TENGY．ResearchoncroprotationfalＧ

lowsysteminChina[M]．Beijing:SciencePress,２０１９(inChiＧ

nese)．
[６６]吕豪豪,刘玉学,杨生茂,等．南方地区冷浸田分类比较及治理

策略[J]．浙江农业学报,２０１５,２７(５):８２２Ｇ８２９．LÜ H H,LIU Y

X,YANGS M,etal．ClassificationcomparisonandimproveＧ

menttechniquesofcoldwaterloggedpaddyinSoutherndisＧ

trict,China[J]．Actaagriculturaezhejiangensis,２０１５,２７(５):

８２２Ｇ８２９(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６７]龚予同,韦启墦,黄钺,等．关于水稻土的次生潜育化问题[J]．土

壤学报,１９８１,１８(２):１２２Ｇ１３６,２０３．GONG Y T,WEIQ F,

HUANGY,etal．TheproblemofsecondarygleizationofpadＧ

dysoil[J]．Actapedologicasinica,１９８１,１８(２):１２２Ｇ１３６,２０３(in

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６８]蔡小宇,单正军,姜锦林,等．农药对稻田生态系统中土壤动物

群落的影响[J]．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４７(１５):３０７Ｇ３１２．CAIX

Y,SHANZJ,JIANGJL,etal．Influencesofpesticideonsoil

faunacommunityinfieldecosystem[J]．Jiangsuagricultural

sciences,２０１９,４７(１５):３０７Ｇ３１２(inChinesewithEnglishabＧ

stract)．
[６９]刘雨芳．中国稻田昆虫群落多样性及生态调控功能研究进展

[J]．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９,５６(２):１８３Ｇ１９４．LIUYF．Areviewof

thediversityandecologicalfunctionofpaddyfieldinsectcomＧ

munitiesinChina[J]．Chinesejournalofappliedentomology,

２０１９,５６(２):１８３Ｇ１９４(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７０]吕红亮,周霞,张文新,等．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江经济带生

态风险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５７
(４):５１７Ｇ５２３．LÜ HL,ZHOUX,ZHANG W X,etal．EcologiＧ

calrisksassociatedwithchangesinlanduseintheYangtze

RiverEconomicBelt[J]．JournalofBeijingNormalUniversity
(naturalscienceedition),２０２１,５７(４):５１７Ｇ５２３(in Chinese

withEnglishabstract)．
[７１]章家恩,郭靖,赵本良,等．福寿螺的全方位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构建与开发利用[J]．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８(１２):３８３１Ｇ３８３８．

ZHANGJE,GUOJ,ZHAOBL,etal．Researchprospectof

allＧroundcontrollingtechnologysystem constructingandreＧ

sourceＧbased utilization ofPomaceacanaliculata in paddy
fields[J]．Chinesejournalofecology,２０１９,３８(１２):３８３１Ｇ３８３８
(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７２]黄振国,陈俊宇,肖景峰,等．湖南水稻生产现状调查及对策研

究[J]．湖南农业科学,２０２０(４):８８Ｇ９０．HUANGZG,CHENJ

Y,XIAOJF,etal．CurrentsituationofriceproductioninHuＧ

nanProvinceanditscountermeasures[J]．Hunanagricultural

sciences,２０２０(４):８８Ｇ９０(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７３]刘英,邓文,刘贝,等．湖南粮食主产区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现

状调查与对策[J]．农业科技管理,２０２０,３９(５):６０Ｇ６２,７５．LIU

Y,DENG W,LIUB,etal．Presentsituationandsuggestionsof

socializedservicesforriceproductioninmajorgrainproducing
areasofHunanProvince[J]．ManagementofagriculturalsciＧ

enceandtechnology,２０２０,３９(５):６０Ｇ６２,７５(inChinesewith

Englishabstract)．
[７４]潘向东．莫任“双季稻”改“单季稻”扩展[N]．人民政协报,２０１９Ｇ

１２Ｇ１６(６)．PAN X D．TheextensionofMoRen’s“doubleＧ

croppingrice”to“singleＧcroppingrice”[N]．People’sPolitical

ConsultativeConference,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１６(６)(inChinese)．
[７５]曹卫东,包兴国,徐昌旭,等．中国绿肥科研６０年回顾与未来展

望[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７,２３(６):１４５０Ｇ１４６１．CAO W

D,BAOXG,XUCX,etal．Reviewsandprospectsonscience

andtechnologyofgreenmanureinChina[J]．Journalofplant

nutritionandfertilizer,２０１７,２３(６):１４５０Ｇ１４６１(in Chinese

withEnglishabstract)．
[７６]李忠义,唐红琴,韦彩会,等．乡村振兴战略下绿肥产业持续发

展的SWOT分析与路径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２１,４２(７):１６５Ｇ１７４．LIZY,TANG H

Q,WEICH,etal．SWOTanalysisandpathstudyonthesusＧ

tainabledevelopmentofgreenmanureunderthebackgroundof

ruralrevitalization:acasestudyofGuangxiZhuangAutonoＧ

mousRegion[J]．Chinesejournalofagriculturalresourcesand

regionalplanning,２０２１,４２(７):１６５Ｇ１７４(inChinesewithEngＧ

lishabstract)．
[７７]黄国勤．中国南方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７,２５(１):１３Ｇ１８．HUANG G Q．

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

agriculturalecosysteminSouthernChina[J]．Chinesejournalof

ecoＧagriculture,２０１７,２５(１):１３Ｇ１８(inChinesewithEnglish

abstract)．
[７８]陈波,周年兵,郭保卫,等．南方稻区“籼改粳”研究进展[J]．扬州

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８(１):６７Ｇ７２,８８．CHEN

B,ZHOUNB,GUOB W,etal．Progressof“IndicaricetojaＧ

ponicarice”inSouthernChina[J]．JournalofYangzhouUniＧ

versity(agriculturalandlifescienceedition),２０１７,３８(１):６７Ｇ

７２,８８(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７９]黄国勤．中国南方稻田耕作制度的发展[J]．耕作与栽培,２００６

(３):１Ｇ５,２８．HUANG G Q．Thedevelopmentofricefarming
systeminsouthernChina[J]．Culturewithplanting,２００６(３):

９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１卷　

１Ｇ５,２８(inChinese)．
[８０]黄国勤．南方稻田耕作制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十大问题[J]．耕

作与栽培,２００９(３):１Ｇ２,５．HUANGGQ．Tenissuesfacing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ricefieldfarmingsystemin

southernChina[J]．Culturewithplanting,２００９(３):１Ｇ２,５(in

Chinese)．
[８１]黄国勤．长江经济带稻田耕作制度绿色发展探讨[J]．中国生态

农业学报,２０２０,２８(１):１Ｇ７．HUANGG Q．Greendevelopment

ofpaddyfieldfarmingsystems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

Belt[J]．ChinesejournalofecoＧagriculture,２０２０,２８(１):１Ｇ７(in

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８２]李司棋,杨秋红,何绪刚,等．稻虾综合种养模式下吡虫啉的富

集与残留消除[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０(１):１０５Ｇ１１１．LI

SQ,YANGQH,HEXG,etal．EnrichmentandresidualelimＧ

inationofimidaclopridinintegratedriceand Procambarus
clarkiibreedingmodel[J]．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２０２１,４０(１):１０５Ｇ１１１(inChinesewithEnglishabＧ

stract)．
[８３]陈松文,刘天奇,曹凑贵,等．水稻生产碳中和现状及低碳稻作

技术策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０(３):３Ｇ１２．CHENS

W,LIUTQ,CAOCG,etal．Situationofcarbonneutralityin

riceproductionandtechniquesforlowＧcarbonricefarming[J]．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２０２１,４０(３):３Ｇ

１２(inChinesewithEnglishabstract)．

Achievements,problemsandstrategiccountermeasuresof
developmentofpaddyfieldfarmingsystemsinSouthernChina

HUANGGuoqin

ResearchCenteronEcologicalSciences,Jiangxi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chang３３００４５,China

Abstract　ThepaddyfieldfarmingsysteminSouthernChinaplaysanextremelyimportantstrategic
positionandroleintheagriculturalproductionofChinaandthewholefarmingsystems．Overthepast７０
years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thepaddyfieldfarmingsysteminSouthernChinahasbeenconＧ
tinuouslyadjusted,reformedanddeveloped,andgreatachievementsincludingincreasedyield,improved
quality,increasedmodelsandenhancedfunctionshavebeenmade．Atpresent,thedevelopmentofpaddy
fieldfarmingsysteminSouthernChinaisfacingmanyproblemsandchallengesincludingthereduction
ofmultiplecroppingarea,abandonmentofcultivatedland,ecologicaldamage,environmentalpollution,

soildegradation,declineofbiodiversity,frequentnaturaldisasters,reductionofeconomicbenefits,weakeＧ
ningofsustainabledevelopmentability,andsoon．InviewoftheproblemsandchallengesmentionedaＧ
bove,wemusttakepositiveandeffectivestrategiccountermeasuresandmeasuresincludingclarifyinga
goalandestablishingthestrategicgoalof“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paddyfieldfarmingsystemin
SouthernChinaandfollowthethreeprinciplesincludingtheprincipleofcombiningresourcedevelopＧ
ment,utilizationandprotection,theprincipleofunifyingdevelopmentquality,speedandbenefits,andthe
principleofcoordinatingeconomicbenefits,socialbenefitsandecologicalbenefits．Specificmeasuresof
“Oneguarantee,toprotectcultivatedlandresources”,“Twoexpansiontoexpandwinterplantingand
riceplanting”,“Threeconstructiontobuildgreenecology,highstandardfarmlandandestablishadisasＧ
terpreventionandreductionsystem ”,“Fourreformtotransformsinglecroppingricetodoublecropping
rice,transformindicaricetojaponicarice,transforminferiorvarietiestohighＧqualityvarieties,andtransＧ
formcontinuouscroppingtocroprotation”and“Fivesavingstosaveland,water,fertilizer,medicineand
energy”shouldbetaken．ThisarticlehasimportantreferencevalueandpositivesignificanceforthereＧ
formanddevelopmentofpaddyfieldfarmingsysteminSouthernChinaatpresentandinthefuture．

Keywords　paddyfield;farmingsystem;greendevelopment;highqualitydevelop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servationtillage;energysavingandcarbonreduction;stableproductionandefficiency
increase;comprehensiveplantingand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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