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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F引 

幸文以衄庄村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打丁农业生杏系毓在生产力增长、鳍糟奎琦的发展过基 中．蕾量． 

物质、贷金流动途径厦其教卓的变化， 以揭示特定区域农业系统发展的基幸规律．鳍果表明t曲庄已初 

步形成了一十适应率地赍嚣特点的优化农业生盎横盘． 生 产结构 弭整是暴境拄甚的努怎要求，而结构变 

动又但进系嚣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通过增加访质投^，优化拄零组音， 鬲裁生产力和资源生产教 

率可获同步提高．过为在亮产条件下优化投入以获得更好的敲盏提供了饭l掘 

姜蕾饲t农业生态景毓 模式． 。 

在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物质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结构的变动，还有能量转 

化、物厨循环、资金流动途径及其效率的变化，以及系统与其环境资源匹配关系等的变化。 

本文针对曲庄村进行典型研究，、揭示其发展中的某些生态经 济规律，以寻求本区农业发展的 

优化模式。文中详细测定和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 。 

曲庄村位于海河平原的黑龙港地区， 属河北省东光县。 全 村共 有耕地 213hm ， 人均 

0．19hm ，1150人。1988年耕地粮食产量 9960kg／hm ，棉花(籽棉)产量 2625kg／hm ，人 

均收入1200元。在黑龙港中低产地区由低产到高产，由穷变富的村中，颊具代表性。 

一

、 种植业的结构与功能 

1．种檀结构调整厦其对系统功能的影响 

从建国初至70年代宋，30年中衄店农田作物布局一直以粮为主，面积在140--16Ohm~， 

棉花、果树很少。稂田投入不足，产量低而不稳，长期在 2000--3000kg／hrn z徘徊。80年代 

以来在治水改±的基础上，逐步调整了种植结构，压 缩了部分低产粮田面积，增加了节水耐 

盐的棉花、果树面积，改广种薄收为集约高产，粮、棉、果总产量均有大幅度提高，经济收 

入的增长也十分可观。对系统的整体功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曲庄种植 结构变化情况见 

袁 1。 · 

2．工业能投入厦其效率 ． 

(1)粮田：1973年到1 988年曲庄粮田工业能投入增加 3．7倍，这主要是 由于化肥与灌 

车 文于1990年1 月25日收 到， 修改稿 于1 992年 4月 17日收到 ． 

★ 齐成喜 】990)曲庄农 业现代 化进程 的生态经 济 抒析 北 京农失 士 治文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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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 曲庄种檀结构变化寰 

Table 1 Change of cropping structure in qiuzhuang 

粮 食 档 花 
．  韩 暴 种植韭产值 

年份 e嗽 叫1 ’’： · Fruitt 慨  T
otal produ— Grain 。 

面积 总产 产值 面积 卷蠡 产值， 面积 总产 产值 ct|0n value Annual Area l：'roducts Value 趱 B Ⅶlue Products Value of plant 
‘hm ) (t) (yuan) (hm 2) (t) (vuan) (hm2) (t) {yuan) 

J D80 894．2 I】4600 5O 20．2 】5 150
．
4 39800 

J 1 

l D89 35．{ eI 45．口 20 98】．5 96100 

】085 54{．5 95 57
． 】 8 421．4 657200 

J 98口 74s．口 80 84．2 5I 599
． 0 510600 

注-1090~01hm 果树中有9ohm 幼树束绪皋． 

Note,2Ohm of young grov~h was no fruits in 】099． 

溉投能的增加所致，其中化肥能增加3．8倍，灌溉能增加3．5 。粮食产量与工拙能投入的直 

线回归相关系数(r)为0．9969，显着相关。这15a同粮食单产增加了3．9倍，稍挟于工业能投 
入 的增加，能量效率表现为上升。 

寰 2 藏田弊分_耳夏其效率 (ks／hm ) 

Table 2 Nutrient element cycling and its ratio |n grain fields 

项 目 1日f§年 l978卑 IB81年 j l}85年 I868年 

Items N 0} N ．Pj0 5 N P2ol N jOI N l-pjOs 

化肥 _ 

生产 挂辅入 Fertil~zer 55．8 42．3O 08．30 46．80 】54．80 84．00 '243．45 lO2．O0 3 B．0O I2{．5 

有 机吧 20
．70 5 a．70 22-口5 71．{0 {7．O0 79．05 00—7 Productire Organlc fertihzer 28．85 lS．05 42．00 

合计 
input Tota1 84．1 5 56．25 】38．80 67· 口 908．50 108．口6 8I4．8 5 12g．O0 ‘lI．05 1

．

5
、

5．2- 

uno毒搿 舯 。 i．06 8．03 9．23 2‘筇 9．88 8．郇 8．41 8．75 4．“ 4·DI 
自然轴 入 _ 

Natural input I2．00 B．I5 t2 0 ’j．1 6 l9 o00 3．15 1 9．oo 3．1 6 l2．0O 8．1{ 

}茸八总计 
Total input g6．'5 50．{0 ～150，3 70． 卸O．50 l10．10 132．1 5 4j4．00 158． 

—  

生产 性轴入 
Productive Out口ut 5O．1O 94．15 7 45 3} 0O I．96 ‘3．∞ 468．30 B5．35 24‘．36 I25．6 c 

非生产性输出 
。I s∞ 2口．40 —  {g·B5 一  78．90 —— 1 2．3 —— l69．50 —— 

输出苴计 
To~al outPut 70．50 24．I5 189．1 5 83．90 I 70．40 们．80 297．62 85．85 413．85 I99．B c 

■入一 ■ 出 
Input·Output IB．65 3T．50 28·20 8B-45 4 0．95 BB．30 8g．9 3 46-80 l0．2O 3j． 

生产性输出，生产性}茸八 
Productive output／input 0．50 0．48 0·52 0．50 0．44 o．41 0．51 0．96 0．5 D 0．8 

化肥 生产搴 
Ferti1izer PrdOdctivity 36．2口 4 ．87 89-2O 68． 1 25．10 46．2S ．31 娃．y0 29． 80．OC 

。 删  

挂 t化 吧生产 率 =产i／化肥 投入 量 (纯 )i下 同)． 养 丹折算参 考北 京袁 大犏 肥 料 手册 1984．农业 出板社． 

Note Fertilizer product[vitv=Product／Fertilizer(net)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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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棉田：1988年棉田投能水平为2n．11×10。J／hm ，每公斤皮棉需工业能20．95MJ。 

15a来， 棉田的工业能投入增加2倍，其中f B能增l加 3．5倍，灌溉能增加 2倍。历年棉花 

产量与工业能投入的直绞回归分析表明，亦呈正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水平。从1973年到1988 

年，棉花单产增长了7．3倍，快于工业能投入增加的速度，其工业能效率也大体呈逐年上升 

趋势。 

3．农田养分氟环曩效率 

(1)稂田：粮田历年养分循环及效率见表 2。N、P：0 生 产性输入均以无机为主， 

无机／有机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988年粮田投入化肥N 336kg／hm。，P 0 1 24．skgl~n ， 

N：P。o 为1；0．37，这与河北省模式亿栽培提出的(1：0．36—0．6)接近。历年粮田N素均呈正 

平衡，1981年以前随投入的增加，土壤 N素盈余逐渐增加， 1981年以后又逐渐降低，但仍有 

盈余。P：o 也为正平衡，而且盈余量较多，这主要是因为P o 当季 用率较低。N 素产投 

比(生产性输出／生产性输入)在 0．4—0．6之间，P：o 在 0．4—0．8之间，随着产量的提高， 

N、P：oe产投比有增加的趋势。1981年以来，粮食产量增加 1． 倍，而化肥投入增加1．1 7 

倍，化肥P os增加0．48倍，化肥N、P：O 生产效率都有所上升，但化肥 N损失的总量也增 

多，对环境压力也相应加大。 

(2)棉田：棉田历年养分循环及效率见表3。 1988年棉田投入化肥N 157．50kg／hm ， 

襄 3 抽田养分叠环豆其效率 (kg／hlm：) 

T-Me 5 nu／zien|elem~ t 州 it=ratio im cotton m H， 

项 目 ’ I97s年 l0T8年 198】年 I枷  】088拉 

ItGins N P20 N P 10 N 200 N 20 N fP 0 s 

化肥 
Fertilizex 26．10 】6．95 45．15 l8．60 72．60 a3．e0 如I．2o ‘2．45 49．5 

生产性辘^ 有机肥 
Product|ve Organic fet~iliaear l8．45 8．85 27．60 】3．3 5 36．00 】7．25 44．1o 20． 0 22．g 

●  

告 计 mput Total 4‘．55 25．80 T2．75 34．35 108．60 50．85 150．30 63．15 205．20 72．‘ 

无机／有机 1
． ‘1 】．92 1．63 1．S9 ．02 l。95 2．4t． 2．05 3．30 2．】 Unorganlc／Orgunlc 

自然转 ^ 
Natural input 7．O5 1．50 r．05 1．50 7．05 1．50 ．O5 1．50 7．05 1．5 

输^ 总计 
Total input 5】．60 27．30 79．80 35．85 11 5．65 52．箱 167．35 64． 5 2I2．25 3．0 

生产 性输出 
Productive Oufput 15．75 6．I5 2t．t5 8．10 5O．25 20．10 T ．55 30． 1蛐 ．05 50．8 

_ ： 

非生产性输出 14
． 59 一 2q．15 — 37．80 一 54．们 一 8D．25 — losses 

【 

输出合 计 132
． t5 30．75 21D．30 50．8 Total outpu~ 30．30 B．】5 ‘5．30 8．10 88．05 20．10 

输^一输 出 2】
． 30 l1．15 34．S0 25．80 27．60 32．25 25．20 3 ．0D 1．95 23．1 Input

一 0utput ● 

生产性输出／生产性棺 D
．35 0．24 0．29 0．25 0．46 0．40 0．52 0．49 D．6 a 0．7 Pro'ductive output／input 

化吧生产率 】2
．07 】8．58 g．81 23．80 l3．T8 29．78 l4．Jr9 3B．26 1B．67 53．D Fertilizer ProductivRy 

ungin
产
n

量
ed
亦
c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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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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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5 49．50kg／hm ，棉田N、P2O 化肥投入水平分别是全年粮田的5O 和40 N素呈正 

平新，l985年以前正平衡逐年加强，1985年以后产量提高，N 素输出增长快于输入，N素盈 

余下降，1988年土壤N 素盈余 1．95kg／hm ，P O。一直为正平衡。N素授入以化肥为主， 

P：O 有机无机相当，棉田养分投入的有机程度比粮田稍高一些。N 素产投比在 0．3—0．6之 

间，P O 产投 比为O．2—0．7，随着产量的提高，N，P O 产投比加大。I5年来，化肥 N 素 

投入增加 6倍，P O s增加 2倍，棉花产量增加 7倍。化肥 N，PtO 的生产效率逐年上升。 

(3)果园；果园养分循环及其效率见表 4。 

表 4 果置井分话耳墨其技率 (kg／hm ) 

Tible 4 Nutrient element~~dtng and its ratio in orohard 

=哽耳 J973年 l0 8年 】281年 1285越 1288年 

Items N PJO s N P：0 s N P20 5 N 【P 2os N 00， 

化肥 
FertiⅡzer 2T．15 4T．iO l14．60 126．00 】63．20 

生产 性l自^ 有 机肥 
29．40 【1．55 37．80 15．75 32．q0 13．9 5 4t．30 l5．q0 42．65 1 7．B 

productlye Organic fertilizer 

台计 
in put Total 56．55 l】．55 85．2 15．75 154．50 13．25 168．30 l5．q0 2I2．85 17．8 

无机／有机 0
．22 1．25 2．87 2．08 3．28 un0rganic／0rganic 

自拣输入 --- 
Naturaljnput B．25 Ⅱ．96 8．25 ·I．05 i 8．25 1．25 8．15 1．25 8．45 1．2 

输入总 计 
Totaljnput 64．8O l3．50 03．45 17．75 162．7 5 15．90 J68．90 17．8 5 221．】0 19．8 

生产性输出 
Productire outPut 5．7 2．65 31．B5 l4．45 20．7 6 4【．40 03．6O 42．75 】20．30 54．6 

非生产性输出 15
． 1 5 25．20 58．80 6 ．6O 8 3．i0 Losses 

输出 音计 20
．85 e．55 56．8 5 14．如 “ 9．55 41．40 158．10 I2． 20 3．40 54．6 Total output 

输 入·输 入 4 3
．95 l0．0 5 36．G0 3．30 l3．40 ·25．E0 】0．20 ·24．9： 17．86 ·34．8 Input Output 

生产性输出／生产性输入 
Productive output／haput 0．08 0．2 2 D．31 O．91 0．49 2．q 7 0．4B 2．60 0．47 ．0 

亿|巳生 产章 
Fbrt．1izer Pr6ddctivity 3．7l 120 142．7 【33．3 1 31．80 

盔  j 
注I果椅在1981年后选盛某期，鲜象和树枉曲养分古量来自文献C 4)椅叶全部返田． 
Notet The orchard reach the i~lature period ha 1981．The nutrient contained 1m the fruit and twigs 

oil the basis of reference(4)．All leaves return to the flelds． 

果园化肥N投入与棉田相当，无化肥P O 投入。有机肥只有少量饼肥。近年来N素呈正平 

衡，P O 呈负平衡，应增加P：O 的投入。成熟果园的N素产投比在0．45—0．50之间。 

4．土壤有机质平衡 

曲庄农田有机质平衡计算结果见表 5。 

粮田有机质在1 981年以前为负平衡，1 988年以后为正平衡。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粮食产量 

的提高，根茬量及返田的秸秆置增加，随着今后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粮田有机质正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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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5 农田有机质平衡囊 (kg／hmz) 

Table 5 Ba|anee of organic matter in the fie]da 

田类 
年甜 叫 茬锰 inp u1 土壤有机质矿亿量 

折合新鲜 Soil organic matter 平衡值 

Typel 暑 0啦i erial -腐殖质 Balarice lConvert decomposeJ 

0ffield 是 粪便 

S tr
秆
aw  
j 
st ubbl e 

幕 叶 jnto 『 矿 化景啦 矿化 量 ～alue 

Mann— Fallen 饼肥 合计 fresh DecompG~i— ‰ Cake Total n
unm usltlOll inOex 

蕞 田 107 3 1 248 354 187 94．5 27 3．5 683 8．85 8．62 

1 87s l 344 556．5 1 390．5 l 26 40l4 85 a．5 8．85 0．?6 fen d 

crop l8B1 14l1．5 68I 2as4 l83 4368．5 1002 8．85 8．98 

l8B5 1603．5 1l1 4．5 2886 41 7 6821 1 506 8．86 i．08 fields 

l888 l 7 31 1‘a2．5 4488 54 3 8164．5 2041．5 O．06 i．48 

r 

l8 3 ?2．5 23S．5 I]l 84．5 1813．5 S83 O．o4 841．5 8．3S 

棉 田 1978 B?9 370．5 163．8 】28 1539 885．5 o．o4 841．8 O．45 

Co tton 198】 1 838．s 45 7．5 36 I83 206 517．5 o．o4 841．8 O．61 

fields 1085 1888 Sl 7．5 568．5 30】．5 2 785．5 806 8．04 841．8 o．83 

1988 1l40 l】l 9 865 S04．5 3538．5 885 o．84 84i．5 1．o5 

879．5 一  18 3I．5 387．5 0．04 856．5 O．35 

果 眉 1 268 一  2688 867．5 0．04 856．5 O．78 

— —  1878 4488 I182 0．04 856．5 1．s1 

Orchard —— I886 4B7l l1B8．5 0．04 856．5 1．36 

一  

81 43．5 55S3．5 I3B3 0．04 856．5 1．61 

说明I腐殖让系数取o．35，棉田果届的有机质矿化系数取王维敏等(1988)~．究结果曲较幅值． 

№ tet Humus form ing index 0．25 docomposltion index based on the lowar results of W ang 

W eim _m． 

有 女值：{冀 
Ba1ance of hum us：Fresh humus forming Humus decomposition． 

的趋势会进一步增强 1 988年粮田每公顷投入有机物8160kg，其中根茬比例最大，约50 ， 

其次为秸秆和粪便各约占20 。 

棉田有机质1 985年以前一直为负平衡，到1988年才为正平衡，其主要原因是还田有机物 

中叶及有机肥(沤制麦秸等)的增加。1988年棉田每公顷投入有机物 3s4okg， 依靠落叶等自 

身投入不足1／3，而从棉田以外投入 占2／3以上。 

1 981年以来，果固有机质一直为正平衡，成熟果囤叶片量大，如全部返回，即可维持土 

壤有机质平衡。 

5．曲庄粮柿生产的资潭代价及其生产效率 ． 

以投入单位资源产出的产品量表示资源生产效率，则生产单位产品需要的资源量即是资 

源代价。曲庄历年产品资源代价及其生产效率见表 6。由表 6可见，1 981年以来随着产量提 

高，单位面积投入量增加，但水、肥等资源生产效率趋于上升，生产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量 

下降。年度问由低产到高产，每增产 100kg粮食(或皮棉)的水、肥等资源代价(资源增投量) 

逐渐减少的趋势。即在高产阶段，投入这些资源可获得更好的效益。在产量提高过程中， 

生产单位产品的收[ii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说明生产条件的改善是水、肥等资源代价降低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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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6 蕾主历年糖柏生产揖鼍代价曩生产效率 

Table 6 ResOurc朋 cost and Its productivity in -jn and cotton produ~ ion 

in years in qluzbuang 

每增产100 
资探用量 资源生产触率 《± l00kg 粮拂贤黑增投 

牧 棉资探投 入 
璃 目 Re3Our0es Eadl tookg of 

Resources used 船 盎oi c~putton eased wItb 
nems produ~ivity 蛊 黜 

198I lgee 

t9B1 1Q78 l98l ～  ～  

l Q85 】08 

N化肥 (k hm ) 

m 

N fert|iizer 336 a3．1 25．0 2B．3 l9．8 3．0 4．0 3．8 3．4 a．7 3．5 2．6 

P!O s化肥(kg／hm ) 125 B8
．
T 46．】 62． 80．0 1．5 ．1 】．6 1．3 5．6 0．7 0

． j 粮 P2os fertlUzer 

g 工韭能cMJ／hm=' 524l0 314 289 3l4 33 5 557 603 55T 524 1022 4860 481 g Industrial energy 

田 难木(m~／hm2) 4 a50 1
．

8 】．T 2．0 2．3 聃 58 49 4 3 67 36 34 量 water irrigated 
农田基建投资(元／hm ) 20l0 l9

．T 5．2 4．t l 7．B 5 19．4 25 3 05．2 】4．D 24．g Farmland jnvestment 

N化肥(kg／hm ) 】o6 158 3
．
8 5．4 5．6 6．5 26．1 18．5 17．B 15．4 】2．4 l6

．
4 13．2 

∞ 

N ferti1izeF 

捕曼 P 2O 5化肥ck hm ) 42 50 9．6 1】．e 14．a 20．6 l0．4 8．5 7．0 4．9 6．8 4．3 1．B Pi05 fertilizer 
工业越(MJthm ) l5390 195Q0 46 63 6 7 92 3T71 2807 2568 1D1D lB18 20D5 855 吕 I
ndustrial energy 

田嚣 整术{m3]bm~' ±050 】500 e．23 口．5O 0．57 0．e8 435 200 l76 147 一 214 03 Wat目irrigated 
农 田基建投 贷 3 38 603 3

． 4 1．6 】．6 I．B 30 62 61 64 B目 58 68 Farm land inve~ment 

注t资豫生产效率 =产量<kg'／资楫投入量．历年粮榀产量见表 3、4，榀花接应棉计． 

N0 t Resource productivlty=yieki(kg)／Resouroe input Grain 1d batmd∞ table a，4．Cotton 

is ginned O0~On． 

本保证之 一。 

二、畜牧业的结构与功能 

1．结构与生产力 

曲庄共有畜禽折羊单位2271个，其中役畜占4O ，商品畜占60 。曲庄畜牧系统生产结 

构与生产力水平详见表 7。 ’ 

寰 7 曲庄謇牧业产幽水平 

Table 7 Animal Produ~Jon LeveI In Qluihoang‘lqB8) 

种类 内牛 猪 鸡 l 计 
ieties Cartle Pig Sheep Chicken 1 tal 

出栏头数 num ber of output 25 l10 560 

十休毛重tkg)Each living"weight 5 ．a l25 30 

冉蛋净 重(kg)weight of meat and eggs 846 l0999 1O080 l 5DOO 3B943 

可童曲钳蛋白蓐(kg)EdbIe animal I~roteln l 32．1 13 36．5 l252．4 1822．T 4343．8 

比啻6{ )Proportion 2．91 29．41 盯 ．56 40．12 l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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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牧系统艟量物质的输入与输出 

曲庄畜牧系统年消耗饲料能 123．8 x 10。J，输入畜产品能为 5．69 x 19·J，饲料能表观转 

化率为 4．6 。蛋白质表观转化率为 1 2．6 。曲庄饲料全部来自系统内部，精料中又主要是 

玉米，蛋 白质含量低，质量较差，因而转化效率较低。 

输入到畜牧系统的N素中除有9．74 转化为畜产品外，40 左右随粪便返回农旧，其它 

在转化收集中损失。输入的 P素1 0．7 转化为畜产品，80％左右返回农田，丢失的较少。假 

设返田的厩肥全部返回粮田，ⅢⅡ平均每公顷施厩肥3．98t，台N 53kg，P O 22kg，占稂田 

化肥施用量的16 ，显然，仅仅依靠畜禽转化来维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是远远不够的，增 

加物质的外部投入，是系统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加工业与商业系统 

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 而在一个农业生产系 

统中实行种，养，加工三者密切结合，建立萝功能的农工商联合生产系统，吏能有效地发挥 

这一复合系统的功能。 

近年来曲庄先后建立起食用菌厂、碴头厂、纺织厂及主要经售农副产品的商业公司，这 

样农产品经加工业又经商业公司销往外地，部分加工原料、信息则反馈回来，使曲庄初步形 

成了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骨架。首先，工商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出路，目前从事工商业的劳动力 186个，占全村总劳力的32 ，其次，农副产品在系统内 

部加工利用，扩大了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1988年加工鲜果11 0t(占垒衬水果总产量的20 )， 

鲜菇 50t(占菇产量的50 )，皮棉 75t。 第三，工 商业使产 品在系统内部增值，其年产值 

177．3万元，占全村总产值的 51 ，成为曲庄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1988年 由集体经济对种 

植业基建投资10万元，有力保证了粮棉生产的稳定发展。 

四、系统整体功能分析 

1．系统有机物的镭环与利用 

全系统初级生产总生物量3180t(包括鲜果)，直接返田有机物(根茬，秸秆，落叶、种子 

等)8OOt，返田率25．1 J系统内食物消耗320t，占10 ，燃料消耗600t，占1 8．9 ，进入畜 

牧业7OOt。占22 ，进入加工业16ot，占5 I系统产品直接输出6l ot，占l9．2 (其中粮食 

输出130t)。收获的初级植物产品经人、畜， 加工业返回农田的有机物 290t，加上直接返田 

部 分，共计1 090t，平均每公顷耕地5．3t。 

2．系统的艟■流动特征 

全系统从外部输入工业能73 03×l0。5，输 出产品f~o79z X 1 0。J，印整个系统大约每输入 

一 单位工业能可为社会系统提供 1单位的产品能。 从 系 统外输入的工业能中， 用于农田占 

83 ，加工业占17 ，畜牧系统无系统外输A．-r~能。 向系统外输出的产品能中， 农田占 

78 ，加工业占is~，畜牧 占7 ，输入 与输出的比例有一定的相关性。 

3．系统的养分循环特征 

系统年输入工业N素41．6291；，输出产品中氟为5．54t,仅占输入氮的 13％。初级产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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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闺带走的氮经动物，人、加工业返回农田N素5．2t，占总输入 N的 12 。全系统收支年净 

盈余氮8．82t，折合每公顷耕地49kg。土壤氨库保持正常平衡。 

kg 

圈 1 曲庄农业生态系统 N索循环模式 

Fig．】 N cycling chart in agroocosystem 

of Qiuzhuang 

目 2 曲庄农亚生志蕉统碑煮循环棋式 

Fig．2 Pj0 5 cycl'mg chart in agroecosystem 

0f QiLtzhuang 

■ 

系统年输入P：o 总量为12．26t，折台每公顷68kg。产品输出P O 2．1St， 占总输入的 

18 。系统中经由人， 加工、 畜牧系统再度循环(返回农田)的P os为 2．49t，占总输入的 

20 。全系统年收支盈余P：oe l0．08t，折合每公顷农田56kg。从总体上看，农田的磷素亦 

在逐渐富集，这将使本区严重缺磷状况逐步改善。 

4．系统资金流动特征 

曲庄种植业产值构成中，棉果产值为90万元，占6O％，成为第一性生产的重要部门。种 

植业与工商业产值大体相当。牧业产值所占比例很小，为全村的5 。集体收入为个人收入 

的2倍。集体资金分配构成中，农民分配102万元，占47 。村镇建设 26万元，占12 ，农 

田基建投资10．6万元，工商业再投资112．1万元，占52％，上缴农业税金和社员提留20．7万 

元，占10％。由此看出，集体经济在系统资金流动中起主导作用。农民收入有53 来自集体 

分配，集体经济使农田基本建设投资有了保障。由集体为农民代交农业税和提留，缓解了目 ． 

家、集体，农民之间的矛盾，显示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5．曲庄农业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改善 

将曲庄农业生态系统若干指标变化列于表 8。从总体上看，其1980年到1988年，随投入 

寰 8 曲庄农业生毒蔡统若干措标变化一览囊 

Table 8 Change oF SORe indices of agroecosys|em In Qluzhuans 

项 目 nem 】980年 lg85年 ：g88年 

粮食 (kg)．Grain 324244 7445O0 

皮 棉(kg) Ginned cotton 10210 

术果(蛘)(kg) Fruits l5l450 

肉蛋(鲜 (kg) M龃t and eggs I 7600 

罐 头(瓶 ) Can —— 

蘑 菇(鲜)(kg) Mushroom 一 

种 植产值 (元 ) productive vaIue of plantsvstem 52g】00 

垒村 产值 (元) Productire value of whole viⅡage 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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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囊 8 

目项 Item 198o年 l 1985年 I l08B年 

每砌 工业能生产 粮食‘kg) Grain l43 168 22l 

Products wlth 皮棉(kg) Ginned cotton 9 20 25l 
each MJ of 
industrial 水果(kg) Fruits 

．  

67 ：jl l56 

energy input 『种植业产隹‘元) Productire~'alue of planting 265 367 463 

每方水生产 粮食‘kg) Grain O．1 0．358 0．1 5： 

ProduCtS with 皮棉‘kg’ Ginned cotton 0．0l 0．04 0．05 

each m3 of 水果fkg) Fruits O
． 0e O．28 O-32 

种檀亚产值‘元) Product zve value of plantjn兽 0．28 O．6口 O．口6 

种檀业赍金产投比(元／元) Output／input of investment in antsystern 2．e J 3．4S 4．34 

每势力年产值(元) Annual productlye value each labor l857 3T02 5030 

凡均收 入(元) Income per capitation l82 56O l200 

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系统资源效率逐渐提高。 

五、结论与讨论 

1．生产结构调整是系统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均 2×66Tin。一 3×66Tin 耕地又严重 

缺水的黑龙港地区，适当压缩粮田面移 增加棉花、果树面积，可部分缓解水、肥等资源紧 

缺的矛盾，促进粮棉的集约高产。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对系统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资金上的 

保证，同时也是农民致富的一条重要逮径。 

2．曲主巳初步形成一个适应本地资源特点的优化农业生态模式。种植结构适应本区水 

土资源特点， 实现了农田的高产高效，种养加、农工商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 基本解决了 

钱来，人去 的问题}以集体经济为主，集休、个人双层经营的捷式，实现了农村经济的良 

性循环。 

3．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增加投入，优化组合，在生产力提高过程中，其资源生 

产效率可获同步提高。 说明在 目前的生产格局和技术条件下， 增加 投 入仍有较大的增产潜 

力，同时也为在高产条件下优化投入可获得更好的效益提供了依据。当然，现阶段投入要素 

组合情况下的高产高效，只是说明在技术进步 的前提下，增加 投入会有较好的资源生产效 

率，盲目增加投入的后果则使效率下降。 

4．在系统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土壤中有机质的积累和养分盈余逐渐增加，这似乎说明 

现阶段的常规农业措施本身具有培肥土壤的生态效应，但投入的无机化顷向尚需作出进一步 

的生态学评价 该试点研究只有1 0a时间，对了解一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仍然嫌短，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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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的监测也显得不够，建议设立我屉农村长期生态试验监测点，以对其长期发展演变的 

趋势作出定量的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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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EVEL0PM匪NT MODEL OF AH TYPICAL 

AGROECOSYSTEM IN HEIL0NGGANG REGION 

Ltm Tie—Bin Qi Cheng—Xi Hart Chun—Ru． 

(Be 婶 A0r{c“j栅 l 1000$4} 

Based 011 Qiuzhuang village，the cha~ea in flow path and effieksmy of 

ener ，matter and founding were anal删 啦 the p∞ce嚣 of productivity inc— 

roa．~e and structure change of agroecosystem ，to reveal the basic laws of agr0一 

ecosystem evolution in this reg~n． The result~,showed that Qiuzhuang has 

formed a p~eliminm'y agreecosystem mod~l adapted to lOc res0upeeB
．  ．量le ad— 

justment of production structure was the i
,r~evitab!e requirement妇 system 

developmem and the adjusted structme could promote 8 large scale increase in 

s em productivity．By increasing material jnput and opC~mlzing tee2mology， 

both of system productivity ‘and resource3 e~feetiveaeas Of prod uction couId 

increase simultaneously．This provided an basiB for getting better benefit by 

increasing input under the high prQduction eondi~mns
。 

Key wor ds：Agroecosysfem，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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