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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 粮食生产至2030年须翻倍

• 生物资源以及可更新资源需求增加

• 粮食产量增长低于人口增长

• 土地有限 （包括可灌溉土地）

• 已有>50% 的可利用水资源用于农田灌溉

• 达到千年发展目标面临更多挑战（以较少
的资源消耗获得较高的生产率）

• 气候变化：一种附加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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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土壤资源退化

所有农业土壤均显出退化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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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土壤资源退化：

• 土壤对生产及其他资源（水）所造成的影响

• 耕作土壤以损失了大量碳

• 土壤有机质含量常多于2%
• 热带地区更为严重

• 耕作是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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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水资源退化：

• 到2025年水资源消耗量将超过可用“蓝水”极限

• 农业用水占实际总用水量的70% 
• 地下水位下降

• 旱涝灾害加剧

• 气温升高及降雨无规律性直接影响降雨灌溉区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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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土地资源退化：

• 在亚洲90%的可用土地已被开发利用

• 每年损失130万公顷土地 （城市化）

• 人均可用土地资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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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生物多样性退化：

• 高产品种, 单作栽培, 滥耕以及农药过度使

用等都会造成生物多样性退化

• 耕作系统弱点增多

• 成本投入利用效率及利润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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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气候及气候变化气候及气候变化

• 降雨过量

• 旱期延长

•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 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量40%
• 农业生产也可影响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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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现有的资源保护实践方法
• 现代机械化农业耕作（免耕）
• 针对水资源与土壤资源保护的实践活动较多
• 单独来讲，每种方法均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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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资源保护实例：
• 保护性耕作（土壤）
• 免耕（土壤、水、油耗、工时）
• 梯田、等高线（土壤）
• 直播（水、工时）
• 作物绿肥覆盖（土壤、水）
• 固定道耕作 （油耗、工时）
• 滴灌（水）
• 激光准直（水）
• 垄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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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 扬长避短，发展资源保护技术
• 免耕播种耕作体系协调发展（ 1940年
Faulkner与Fukuoka曾在现代农业中对其有

所描述）
• 19世纪70年代免耕系统兴起于巴西，它的

推广应用带来了一场可持续农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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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综合
• 连续免耕
• 永久土壤覆盖
• 轮作

便是现在所指的
保护性农业



资源保护实践

　　　保护性农业是一种资源保护型农业，旨在
保持产量，获得利润的同时保护环境。保护性
农业是基于自然生物学进行革新， 将机械耕

作发展为少耕，将外界投入如农药、矿物养分、
有机质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以免相互影响甚至
扰乱生物学进程。保护性农业的三个原则之间
密切联系。（联合国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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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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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其他资源保护实例：

• 直播（水稻）

• 垄作

• 固定道耕作

• 激光准直

• 其他

与保护性农业结合便可更好的进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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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保护性耕作精细农业技术: 机器视觉播种

• 杂草减少

• 水分损失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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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实践

保护性耕作精细播种技术：固定道耕作保护性耕作精细播种技术：固定道耕作



资源保护实践

全世界保护性农业实施总面积已达 9500万公顷全世界保护性农业实施总面积已达 9500万公顷

美国25美国25
加拿大 12加拿大 12

澳大利亚 9澳大利亚 9

欧洲 0.5欧洲 0.5
亚洲 3.3亚洲 3.3

非洲 0.5非洲 0.5

巴西 23巴西 23

(Derpsch, 2005)(Derpsch, 2005)

阿根廷 18阿根廷 18
巴拉圭 1.7巴拉圭 1.7

中国 1?中国 1?
印度1?印度1?



资源保护实践

巴基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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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保护性农业在土壤资源保护方面的功效：

• 保护性农业每年至少增加1mm土层

• 有机质每年约增加0.1-0.2%，直至饱和

• 有利于作物生根充分利用

土壤养分

• 土壤结构更加稳定

• 防治土壤侵蚀与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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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保护性农业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功效：

• 含水土层 （土壤大空隙）

• 改善水质（减少淋溶和侵蚀）

• 可用土壤水增加

（1 % 有机质= 150 m3/公顷）

• 减少水资源流失（蒸发）

改善水资源利用率

（需求降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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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保护性农业与缓解气候恶变

• 通过减少排放物缓解（油耗， NOx，CH4）

• 通过埋存碳缓解（至少0.2 吨.公顷-1.年-1 ）

• 通过提高抗旱能力缓解

• 通过改善土壤下渗（减少漫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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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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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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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农场效应：
• 减省50%的农机投资（拖拉机）
• 拖拉机使用时限延长两倍
• 40% 小型拖拉机
•减少50%的劳动力投入
•减省70%的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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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农户效应：
• 解放劳动力
• 改善收入，缓解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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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社会效应：
• 减少农药使用（-20%），减少污染
• 降低水处理花费
• 河水流动稳定
• 减轻航道修护保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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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农业效应

全球效应：
• 地下水资源
• 土壤资源
•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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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全球生产需求增加
• 自然资源基础有待加强
• 可持续性生产与资源保护实践相结合
• 气候变化治理
• 保护性农业是可持续性生产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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