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5191 ( 2005) 增刊Ⅰ -0103-04

湖南农业结构调整现状分析与布局建议

帅细强 , 汪扩军 , 黄晚华
(湖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410007)

摘　要: 通过对湖南农业结构调整现状进行分析 , 结合湖南气候资源特点 , 对湖南一些主要农作物的种植布局提出

了一些建议和注意事项 , 如双季稻可在雪峰山以东的广大平丘地区种植 , 但要注意水稻品种熟性的搭配 ; 冬季油菜

种植湘北优于湘南 , 尤其是安乡、 华容、 临澧、 澧县、 石门一带 ; 春大豆 -稻复种制的种植范围可在双季稻的种植

高度上再上推 100～ 200m; 棉花要以湖区种植为主 , 在山丘区选择有利秋桃吐絮气候条件的衡阳、 溆浦等地种植为

辅 ; 苎麻适应范围广 , 可在平湖区和丘陵山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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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起步较早 , 1985年第

一次 , 1990～ 1991年第二次 , 1995～ 1996年第三次

提出。从 1987～ 2000年的统计结果来看
[1 ]
, 农作物

以粮食作物为主 , 水稻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的

65. 7% ; 水果以柑橘为主 , 年平均产量占水果总产

的 84. 9%。

1　 1987年以来我省主要农作物播种

面积变化规律

　　湖南省农作物主要分为三类: 粮食作物、 经济

作物和其它农作物。从 1987年以来 , 粮食作物占农

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有所下降 , 而经济作物有所上

升。 1987年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为

69. 5% , 2000年下降到 63. 6% ; 而经济作物则从

1987年的 11. 7%上升到 2000年的 16. 2%。

1. 1　水稻

　　水稻一直是湖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近年来随

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播种面积逐年下降。 1987年

为 4255. 12khm2 , 2000年下降到 3896. 08khm2 ,下降

了 8. 4%。水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 , 也逐年下降 ,

从 1987年的 82. 6%下降到 2000年的 76. 5%。虽然

湖南省水稻种植面积逐年下降 , 但杂交稻和优质稻

却发展迅速。 2000年杂交稻占水稻总面积的

64. 7% , 优质稻占水稻总面积的 26. 6%。

图 1　湖南省近 15年来水稻播种面积变化规律

1. 2　小麦、 玉米和大豆

　　 20世纪 90年代后 , 湖南省小麦降到 2000年的

118. 56khm
2
, 减少了近一半。而玉米自 1987年来逐

年增长 , 1997～ 1999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2000年

玉米播种面积为 278. 52khm2 ,为 1987年的 2. 47倍。

这主要是农业部组织推广地膜玉米、 紧凑型玉米两

个项目发挥了作用 [2 ]。近十多年来 ,全省大豆播种面

积变化不大 ,在 176～ 215khm
2
之间变化。2000年为

205. 81khm
2 , 比 1987年增加 16%。

1. 3　红薯和马铃薯

　　近十多年来 ,红薯播种面积变化不大 ,在 271～

312khm
2
之间 , 2000年为 297. 29khm

2
,比 1987年增

加 9% , 占当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6% 。马铃薯种

植面积为稳步增长 , 1987年为 32. 88khm
2
,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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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97. 56khm
2 , 是 1987年的 3倍。

图 2　湖南省近 15年来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规律

1. 4　油菜

　　以油菜籽为主的油料作物是湖南省重要的经济

作物。油料作物在湖南省发展很快 , 2000年的播种

面积为 935khm
2
, 是 1987年的 1. 9倍 , 占当年经济

作物播种面积的 72% 。油菜是湖南省的主要油料作

物 ,平均年播种面积占油料作物总面积的 85%。2000

年的播种面积为 784. 42khm2 ,是 1987年的 1. 89倍。

1. 5　棉花和麻类

　　棉花种植面积在 1994年之前有较大发展。 1994

年达到 209. 05khm
2
,为近 15年来湖南省棉花种植高

峰值 , 之后 种植 面 积逐 年减 少。 2000年 为

146. 01khm
2 , 比 1994年减少 63khm

2。麻类作物在

1987年的种植面积为 195. 26khm
2 , 之后直线下降 ,

1991年只有 15. 15khm
2
, 为近 15年来最低值。 1991

年之后有所上升 , 2000年为 35. 13khm
2
。

图 3　湖南省近十五年来主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规律

1. 6　烟叶和药材

　　作为嗜好类作物 , 湖南省烟叶种植面积呈现曲

线变化。1987年为 74. 49khm
2 ,之后略有上升 , 1992

年达到 141. 58khm2 ,为近 15年来最大值。1992年后

种植面积有所下降 , 1995年只有 62. 21khm
2
, 为近

15年来最低值。 1995年后略有增加 , 2000年为

88. 87khm
2。 湖南省药材种植面积较小 , 近 15年来

基本上呈增长的趋势 , 特别是 1992年后增长较快 ,

2000年为 42. 42khm
2
, 是 1987年的 6. 9倍。

1. 7　其他农作物

　　湖南省其他农作物主要有蔬菜和绿肥。蔬菜作

物种植面积近年来增长较快 , 而绿肥则有所下降。

2000年 蔬 菜、 绿 肥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分 别 为

720. 27khm
2、 641. 66khm

2 ,分别为 1987年的 2. 3倍、

0. 66倍。

2　农业结构调整布局建议

　　气候条件是农业生产赖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

件 , 充分合理地利用气候资源 , 趋利避害地安排生

产对保障农业增产、 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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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双季稻

　　湖南具有种植双季稻的自然优势 , 但发挥这种

优势是有一定条件的 , 优势的利用不能超载资源潜

力所能负担的限度。在水、肥和劳力具备的前提下 ,

用积温来确定种植双季稻的下限指标是可行的。按

照水稻对热量条件的要求 , 雪峰山以东的广大平丘

地区 , 大多数地方都适宜双季稻三熟制 , 但要注意

水稻品种熟性的搭配。 洞庭湖地区由于春季气温回

升较迟 , 秋季寒露风入侵较早 , 早稻应以早中熟品

种为主 , 晚稻品种应籼、 粳并重。湘中地区 , 双季

早稻可增加中熟品种的比重 , 晚稻宜以中熟品种为

主 ; 但涟邵地区热量比衡阳盆地少 , 应减少中熟品

种的比重 ; 阳明山以南的丘陵盆地 , 是本省热量资

源最丰富的地区 , 双季稻应以迟熟品种为主 ; 但桂

阳、 郴县、 蓝山、 江华等地 , 热量比道县、 宜章等

地少 ,应适当减少迟熟品种的比重 ; 海拔 500m以上

的稻田 , 应选择适宜品种 , 种植一季稻。 雪峰山和

武陵山区 ,热量资源相对较少 ,海拔 300m以下的河

谷盆地可考虑种植双季稻 , 而海拔在 300m以上的

稻田 , 则只能种植一季稻。

2. 2　冬季油菜

　　湖南的农业气候资源十分丰富 , 尤其是近些年

来冬季热量明显增多。进入 90年代以来 , 湖南冬季

( 12～ 2月 )气温持续偏高 , 1990～ 1998年的冬季平

均气温较 1951年～ 1989年平均偏高 1℃ , 冬暖十分

明显 , 对冬季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油菜是利用冬

季光热资源增产增收、 能使稻田收到用、 养地结合

之效的一种耕作制。在湖南 , 由于越冬期间极端低

温在-5℃以下的干冷天气持续 10天以上的情况极

少 , 初春期 -10℃以下的低温频率也不大 , 对油菜越

冬与花芽分化的影响很小 ; 主要不利条件是油菜留

籽生长季较长 ,功夫紧 ,易遇春雨减收 [3 ]。从气候条

件看 , 湘北优于湘南 , 尤其是安乡、 华容、临澧、澧

县、 石门一带 , 收获期低温阴雨出现频率较低 , 适

宜种植油菜。

2. 3　春大豆

　　春大豆的抗寒力比早稻稍强 , 大田生产中一般

比早稻播种早 3～ 5d,且普遍比早稻成熟早。春大豆

适当早播 , 有利于提高产量。湖南省春大豆播种期

以 3月 15日至春分前选短期晴好天气较为适宜。据

试验 , 春大豆的全生育期各地为 90～ 100d (矮脚

早 ) 和 100～ 110d (湘豆 5号 ) , 需≥ 10℃活动积温

2100～ 2400℃ , 比早稻少要积温 200～ 300℃
[4 ]
。 大

豆- 稻复种制的种植高度比双季稻的种植高度可上

推 100～ 200m,即上推到现在的中稻区或双季稻、中

稻混种区。这个气候区湘北约在 350～ 550m的高度

层 , 湘南在 450～ 700m高度层。此外 , 在一些海拔

不同、 农业气候条件优越的地域中 , 由于地形影响

而形成地形小气候 , 不利于双季稻高产稳产 , 种一

季中稻资源又有剩余的地区也宜于发展大豆 -稻复

种制。

2. 4　棉花

　　棉花喜温好光 , 对水分的要求严格。 15℃积温

> 3200℃ , 年日照时数 1500～ 2000h以上的地方可

种中熟陆地棉
[3 ]
; 若年日照时数小于 1500h, 生长期

日照不足 , 产量低质量差 ; 全期需水 450～ 600mm

(苗期、蕾期、花铃期、絮期各为 120～ 160、 100、 300、

120～ 140mm左右 ) , 水分过多过少都不利。湖南热

量足够 , 东部全年日照也不少 , 但四、 五、 九、 十

月多阴雨 , 苗期、 絮期只能满足日照需要量的百分

之七、八十 ,降水量却超过需水量的三倍和一倍多 ,

“春季阴雨难保苗 , 秋风秋雨烂棉桃” ; 7～ 8月高温

少雨 ,日照充分 , 但降水量只及需水量的 50～ 70% ,

“夏秋干旱难保桃” , 湖南不是种棉的适宜区域。 根

据湖南气候特点 , 采用保温育苗可解决低温烂种死

苗的问题 ; 通过选用优良品种 , 宽行稀植 , 可减少

高温伏旱期间的蕾铃脱落 ; 通过稀植大棵 , 主攻秋

桃 , 可弥补伏桃损失 , 减少烂铃 , 延长有效开花结

铃期。在生产布局上 , 要利用植棉条件中的相对优

势 , 提高棉花产量 , 即以湖区种植为主 , 在山丘区

选择有利秋桃吐絮气候条件的衡阳、 溆浦等地种植

为辅。

2. 5　苎麻

　　苎麻对气候、 土壤条件的要求没有棉花那样严

格。一般 10℃积温 4400℃以上 ,无严重干旱、洪涝、

大风和重冻的地方都能种植 [5 ]。据调查 ,日平均气温

≥ 9℃时苎麻开始出苗 , 一般适宜温度为 11～ 32℃ ,

最适宜的温度在 23～ 30℃。苎麻从出苗到收获需≥

9℃的活动积温 4612℃ , 生长期 220～ 240d。一般一

年收三季麻。头麻需 85～ 95d;二麻、三麻气温较高 ,

在水分不缺的情况下 , 日平均速度可达 4～ 5cm, 生

长期分别为 50～ 55d和 60～ 70d。苎麻生长期 2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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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这些过程对应多普勒雷达基本反射率的回波强

度均小于 25dBZ。在回波强度小于 15dBZ时 ,基本上

是微量或无雨。根据经验 , 通常基本反射率达到

25dBZ才有小雨。可见 ,即使在有诸如台风外围等的

降水天气形势的情况下 , 人工增雨并不一定能取得

比较好的效果 ,只有在回波强度达到 25dBZ以上 ,才

有降水发生 , 人工增雨也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 3)人工增雨作业需要申请空域 , 这一过程可

能错过有利的作业时机。湖南省气象台短时预报科

在 8月 5日 04点 30分向湘潭市局介绍了回波的发展

情况及位置 , 建议进行人工增雨作业。这次过程空

域批准最早的作业时间为 05点 08分。这就需要短时

预报应尽可能早地提供短时预报信息 , 特别是提前

预报出有可降水云体产生的系统的演变、移动情况。

由于多普勒天气雷达在我国建成时间短 , 历史资料

少 , 短时预报方法的探讨还不够深入 , 造成了短时

定量降水预报的手段不多。 这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

进一步探讨。

4　小结

　　 ( 1)初步统计 , 多普勒雷达产品 0. 5度仰角的

基本反射率强度达到 25dBZ以上 , 人工增雨效果比

较好 , 否则 , 即使有诸如台风外围影响等的降水天

气形势 , 人工增雨效果也不明显。

　　 ( 2) 多普勒雷达在指导人工增雨作业的时间、

地点上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

　　 ( 3)应进一步做好多普勒雷达产品的解释应用

工作 , 尽可能提前预报可降水云体系统的演变、 移

动情况 , 为人工增雨作业的准备提供更好条件。

　　对多普勒雷达资料在人工增雨作业中的深层次

应用、 人工增雨效果定量的检验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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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5月 5日 , 由深圳开往永州的航班预计

12时 20分起飞。接到飞行气象保障任务后 ,机场预

报员立即行动起来 , 上午 9时及时运行雷暴预报方

法 , 预报结论本场有雷雨。 机组人员作好了防雷的

飞行准备。 12时 10分雷达加密观测 ,发现本场西部

有雷雨回波 , 将影响本场至桂林间的空域。本场调

度员迅速通报飞行中的机组人员 ,绕过雷雨区飞行。

航班安全降落在零陵机场 ,确保了航班的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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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仅需日照 800多 h;它比棉花更适应山区低温高湿

和漫射光的环境。 因此 , 平湖区和丘陵山区都适宜

种植。 另外 , 苎麻根系发达 , 还可在山脚与水田连

接的地带种植。

3　结语

　　调整出效益 , 调整促增收。 一地的气候资源状

况是决定当地农业结构合理布局的主要依据之一。

以各地农业气候条件的差异为依据来调整作物的种

植比例与布局 , 可以获得大面积的增产。 这是一种

间接的农业气候效益 , 可以更好地为 “三农”服务 ,

末来作物播种面积的确定有赖于农业结构与布局调

整的规划及实施。 研究全省农业最优化结构及其布

局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 一般必须作到与农业自然资

源、 自然条件相适应 , 与社会需求、 与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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