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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科学院长期从事东北区域农业发展研究。
几十年来，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运用多学科的优势，针对可再生
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区域农业综合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重大问题和国际科学前沿问题进
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
从五十年代开始，对黑土、盐渍土、棕壤、褐土地区的农业开发中的重大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
其中盐渍土改良、污水资源化利用、工农业活动对农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及其评价、重金属和硝酸盐等
污染物在土壤一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归宿与积累、农田土壤水分循环与养分循环等研究起步较早
，历史悠久，硕果累累。
从“六五”开始，陆续开展了东北农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与试验示范，积极地承担国家组织的
区域农业攻关与开发任务。
连续20年主持松嫩——三江平原区域农业科技攻关课题，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承担了有关松嫩、松辽、三江平原中低产田改造、旱地农业等项目，“七五”、“八五”、
“九五”期间在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生态和水土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九五”期间，在中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组织力量，针对
东北农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展开攻关，在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与生态建设模式、地下水运动三维模拟
与优化管理模型、玉米大面积高产综合配套技术、优质大豆高产综合配套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具有
创新意义的研究进展。
此外，在农业水资源优化管理与盐渍化治理，松嫩平原黑土区农业持续发展研究、松嫩平原地下水一
土一植被系统水盐过程与调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发展我国东北农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多年的区域农业科技攻关和农业综合开发虽然在研究思路和有关技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把任务与
学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但受掌握资料和研究水平的限制，得出的结论多是宏观思路和一般想法
，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显欠缺，东北区域农业相关研究工作向前推进显得异常
艰难。
基于东北农业在国家农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与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科学院布置在东北地区相关
研究所的区位优势，中国科学院审时度势，适时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东北地区农业水土资
源优化调控机制与技术体系研究”（KzCxl一Sw一19）和知识创新_T程重要方向项目“盐碱化、荒漠
化为重点的退化土地质量恢复技术的集成与示范”（Kscx2一Yw-N一41-02），使我们有机会组织与联
合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院外相关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针对限制东北农业发展的水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展
开联合攻关，更有机会对以往的研究工作进行深入的总结，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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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东北地区农业水土资源优化调控机制与技术体系研究”和
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盐碱化、荒漠化为重点的退化土地质量恢复技术的集成与示范”的重要
研究内容。
全书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东北地区粮食主产区农业水土资源状况和演变趋势，构建了东北粮食主产区典
型县农业土地资源数据库系统，提出了东北地区农业土地资源潜力综合评价应用模型和农业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东北地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布局和农业水土资源优化配置的初步方案；
全书全面地介绍了在典型土壤退化过程及修复理论与技术、典型农田系统环境安全与管理及无公害生
产关键技术、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等方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为东北地区水资
源保护型农业生产体系和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较系统的理论指导和
技术体系支撑。
 本书对各级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亦可为相关科研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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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优化配置农业水土资源东北区水资源分布的基本特点是北多南少、东多
西少，而水资源消费是南部与中部多，北部与东部少，区域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东北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还未达到较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的措施：实施跨区域调水。
主要从径流深度在200 mm以上、地表水资源相对集中地区——第二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
江等径流较丰的大江大河流经地区，向以哈大铁路为轴心的中部地带调水。
近期内实施“东水西调”工程，远期实施“北水南调”工程。
但水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水资源调出地区与调入地区存在利益流出与流入，建立可行的补偿机制将是
区域间水资源空间协调的重要内容。
跨区调水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与工业用水不足。
但从有利于减少城市与T业对农业用水挤占的角度来看，对保障农业用水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4.东北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典型模式农业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本在于推动农业水土资源的高
效利用，这既是我国人均资源少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东北区作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先行区，积极探索农业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模式，对于集约利用资源、提
高经济效益与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农业的持续发展与农村经济的持续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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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北农业水土资源优化调控理论与实践》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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