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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省自然地理环境与农业分区》依据历史资料和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系统深入地分析、阐述了
四川省自然地理和环境要素及其特征、农业资源利用与农业经济基本情况，根据确立的分区原则和分
区体系，将四川省分为5个自然地理环境与农业发展大区，其下分为17个亚区，并对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与农业生产特征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深入系统和全面的阐述，结合区域特点，提出了区域农业发展方
向和科技创新需求，对深入分析和科学把握区域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干热河谷”、“立体气候”与“立体农业”、成土母质类型划分、农用地质量等级、“高原农
业”等现象和研究成果在《四川省自然地理环境与农业分区》中首次集中全面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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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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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状况 三、区域农用地（耕地）质量等级状况 第二节水资源现状与可持续利用 一、四川省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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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现代农业大区 第六章盆地丘陵循环农业及节水农业发展大区 第七章盆周山地生态农业大区 第八
章川西南山地特色农业及立体农业发展大区 第九章川西北高山高原草地牧业及高原农业发展大区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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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大工程”相结合：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农耕农艺工程相结合，特别不能忽视挖掘农
业用水的潜力； “四大环节”相配套：抓好水源一输水一灌水一保水等四大环节，全过程管好、用好
农业水资源； 达到“三减三提”的目的：即减少降雨径流损失、输水损失和蒸发损失，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灌水的利用率和土地的产出率。
 （二）加大对水利工程的投入，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 目前四川的水资源已开发利用率为9.3％。
若减去省外来水的利用量，其利用率更低，仅6.8％。
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利用率、技术可开发利用率分别为17.8％和13.1％。
农业上，农田供水受工程限制，管理粗放，输水过程中跑、冒、滴、漏浪费严重，全省灌溉水的水渠
系利用率为50％左右，有效利用率不到35％。
 四川人口集中，城镇密布于经济发达的盆腹地区，为协调水土资源与人口经济布局的关系，对从水资
源相对富裕，而目前利用程度较低的盆周和西部地区跨区域调水，实施“西水东调”工程，代价高，
周期长，对流域的影响尚不确定，需全面加以科学论证，谨慎行事。
当务之急，是要加大各级财政对水利工程资金的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加快大型蓄水工程建设，加强
新渠道建设和对已有蓄水工程、渠道的维修、管理。
建议省级财政提高对水利的投入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2.5％～5％（水利投入与省级财政收入之比）
的基础上要有所增加。
四川省水利厅要对全省水利工程进行统一规划，根据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建设。
在兴修水利、开发水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兼顾上、中、下游协调发展，
做到经济与环境双赢；另一方面，要注意维护移民的利益，有条件的水域要给移民就业创造条件（如
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达到兴水利民，为民兴水，人水和谐，永续发展。
 （三）扎实推进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的创新研究与示范推广 四川是农业大省，农业是最大的用水户，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不仅是农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
重要保障。
节水农业是农业合理用水的高度概括，是一项农业、水利技术紧密结合，水、土、作物资源综合开发
的宏大的系统工程。
下一步，应该走好技术与经济效益相挂钩的道路。
从宏观方面，要加强节水农业的宏观政策管理。
例如，加强水与食物安全预案的研究；加快节水农业基础设施的产权制度变革，建立适合民办节水农
业的投融资政策；制订节水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农民参与的水管组织等。
从技术上讲，要大力进行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建设，大力推广以培育土壤水库和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
为核心的技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基本农田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发挥现有水利工
程的效益；建立节水种植制度和节水灌溉制度，制订节水种植的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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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省自然地理环境与农业分区》可为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区域农业发展与现代农业建设、区域农
业科学技术创新研究等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也是从事农业资源环境、作物栽培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等方面的科研人员和农技推广人员重要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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