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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农业有其同有的特殊性：一是人多耕地少，粮食相对紧缺；二是国大地大，不能主要依靠进
口粮食维持十多亿人的生计；三是水肥资源缺乏，必须珍惜并合理利用。
为此，就要设法不断提高土地、水肥利用率和生产率，力争做到既要高产高效，又要持续发展。
因此，走可持续的集约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条主要道路。
　　目前我国人口以年均1500万的速度递增，2020年将达15亿，2050年将增至17亿～18亿。
据测算，到2030年，要保证16亿人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粮食作物单产至少要在现有产量
水平上再提高60％，否则，就会像西方某些人士预言的那样，中国要把世界市场的粮食都买光。
人多地少，促使我国农业的发展必然要走一条劳动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道路，在这方面发展问、套、
复种是一条必由之路和重要措施。
据有关专家研究，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为158％，而理论复种指数可达198％，
还有40％的潜力，而近期可挖潜力为10％～15％。
　　实行间、套、复种，一地多熟的种植制度是集约持续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体现，这是千百年来
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的辛勤创造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融合的结品·。
目前我国有近8亿亩①的土地复种、5亿亩以上的土地问套作，对我国农业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是对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宝库的一项重要贡献。
随着国民经济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这项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集约技术还在进一步朝着高产高效化
、机械化、化学化、自动化与农业发展持续化的方向发展，科学家们不断探求适合各地的新的模式与
技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吨粮田开发发展迅速，1995年全国已有6000多万亩耕地实现亩产吨粮，有35
个县（市）先后跨进整建制吨粮田开发的行列。
高产高效吨粮田开发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项创举，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吨粮田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精耕细作农艺相结合的成果，显示耕地有很大的增产潜力。
那么，能否在亩产吨粮的基础上再创新高？
在目前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耕地的最大生产潜力到底还有多少？
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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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内外作物群体高产：与超高产理论及实践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
作者在黄淮海平原的豫东黄泛区和豫北平原区四年两地多熟超高产种植模式以及超高产下的水肥优化
管理理论与技术。
全书共分7章，包括绪论、多熟超高产模式试验设计与研究方法、多熟超高产模式产量与资源利用效
率、多熟种植模式的超高产理论机制、多熟超高产模式关键调控技术、多熟超高产复合群体结构的构
建规则、多熟超高产模式下的水肥优化管理等主要内容。
    本书可供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农田生态学、农业水资源利用学、植物营养与施肥等专业的科技工
作者、大专院校师生，以及广大农业技术推广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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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作制度的集约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复种指数由1952年的130％逐步提高到
目前的155％左右，全国约有复种面积7亿亩，居世界第一，生产着占全国总产70％的粮食、棉花，从
而使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供养占世界22％的人口，此项支撑技术很受国际重视。
　　展望未来，进一步加强以多熟高产为主要内容的集约耕作制度研究与开发，对于协调21世纪我
同16亿人口与不足18亿亩耕地的突小矛盾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后备耕地资源不足，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不是靠开荒或广种薄收，而是靠提高单位面
积的年产量。
而要提高产量，就必须适当地增加物质投入，其中主要是增加化肥与灌溉用水的投入。
这使肥料资源与水资源俱缺的中国农业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面对粮食增产与水肥资源匮乏的双重压力，中国农业唯一的出路是走多熟高产与提高水肥利用率并重
的道路。
三、我国高产高效吨粮田的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吨粮田相继在我国大面积出现，至1995
年全国已有6000万亩耕地实现吨粮，有35个县（市）先后跨进整建制吨粮田开发的行列。
吨粮田的建设与开发显示出耕地具有很大的增产潜力，为我国粮食总产再上一个新台阶发挥了重要的
促进作用。
从全国各地吨粮田实践来看，吨粮田90％以上出现在间、套、复种的多熟地区，多熟种植与吨粮田出
现的概率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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