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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它是人类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
农用地是土地的精华，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基础资源，它生产着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80％以上的热
量、75％以上的蛋白质和88％以上的食物，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无疑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点。
在人口不断增长与社会需求日益膨胀的双重压力下，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造成全球性资源
、环境、能源和粮食等出现重大危机。
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为日益增多的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工业原料、建筑场地和自然环境，是当今
人类瞩目的大事。
我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而农用地数量不断减少，质量
不断退化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的形势仍然持续，粮食的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持粮食
长期供求平衡的任务十分艰巨，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因此，切实保护农用地、科学规划和合理集约利用土地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
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北省沿海的卢龙县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是我国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京、津、冀都市圈新
经济增长极的重要的一分子，又是沟通东北与华北交通联系的咽喉要道，并且位于环渤海经济区的显
著位置，成为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大区域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链中重要的一环。
加上卢龙县本身生态环境脆弱、土地类型多样、宜农用地严重匮乏，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随着工业
的发展该县农用地数量急剧萎缩，使本来就非常珍稀的农用地更加捉襟见肘。
该县农用地数量的无计划减少对有限的农用地资源基础及其安全保障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对粮食安
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约束也越来越明显，农用地资源的保护与控制面临的环境越来越
严峻，其造成的结果是卢龙县目前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束缚了该县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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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系统科学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与研究方法，重点围绕“科学评价农用地质量、提高农用
地生产能力、合理开发整理耕地后备资源、科学制定土地合理规划与提高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等土
地资源管理战略目标，在总结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冀东山地丘陵区卢龙县为典型区域，
在系统分析农用地资源质量，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研究的原理、方法基础上，对该地区的农用地质量
、农用地生产能力、耕地后备资源、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基本农田示范区建设及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进
行了综合研究。
本书资料系统全面，数据翔实可靠，结论合理、应用性强，既能满足社会对土地资源科学管理的理论
技术要求，又能为提高耕地质量与生产能力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服务。
可供从事土地资源评价与规划、土地开发整理、农业水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生态环境等研究领域
的科研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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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图2-3所示，第一圈——自由式农业圈，为最近的城市农业地带，主要生产易腐难运的产品，如
蔬菜、鲜奶。
由于运输工具为马车，速度慢，且又缺乏冷藏技术，因此需要在新鲜时消费的蔬菜，不便运输的果品
（如草莓等），以及易腐产品（如鲜奶等）等就在距城市最近处生产，形成自由式农业圈。
本圈大小由城市人口规模所决定的消费量大小来决定；第二圈——林业圈，供给城市用的薪材、建筑
用材、木炭等，由于重量和体积均较大，从经济角度考虑必须在城市近处（第二圈）种植；第三圈—
—轮作式农业圈，没有休闲地，在所有耕地上种植农作物，以谷物（麦类）和饲料作物（马铃薯、豌
豆等）的轮作为主要特色。
杜能提出每一块地的六区轮作，第一区为马铃薯，第二区为大麦，第三区为苜蓿，第四区为黑麦，第
五区为豌豆，第六区为黑麦。
其中耕地的50％种植谷物；第四圈——谷草式农业圈，为谷物（麦类）、牧草休耕轮作地带。
杜能提出每一块地的七区轮作。
同第三圈不同的是有一区为休闲地，七区轮分为第一区为黑麦，第二区为大麦，第三区为燕麦，第四
区、第五区、第六区为牧草，而第七区为荒芜休闲地。
全耕地的43％为谷物种植面积；第五圈——三圃式农业圈，此圈是距城市最远的谷作农业圈，也是最
粗放的谷作农业圈。
三圃式农业将农家近处的每一块地分为三区，第一区为黑麦，第二区为大麦，第三区为休闲，三区轮
作，即为三圃式轮作制度。
远离农家的地方则作为永久牧场。
本农业圈内全部耕地中仅有24％为谷物种植面积；第六圈——畜牧业圈，此圈是杜能圈的最外圈，生
产谷麦作物仅用于自给，而生产牧草用于养畜，以畜产品如黄油、奶酪等供应城市市场。
据杜能计算，本圈层位于距城市51～80km处。
此圈之外，地租为零，则为无人利用的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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