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清初，四川历经战乱，农业生

产濒于绝境。康、雍、乾百余年间，清政

府奖励省外移民入川，耕地逐步垦复，

粮食渐有余裕，川米开始外调，接济江

南等地。乾、嘉以后，四川人口大量增

加，人平占有耕地减少。鸦片战争失败

后，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内

地，四川农村经济遭受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双重剥削，生产缺乏资金，耕作

技术落后，大量种植鸦片(最多时达

800 万亩，产量占全国41 % )，粮田遭

到挤占，粮食产量常年仅能自给，灾年

则饿殍遍野。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割据，内战

频仍，农业生产衰落，农民处于衣不蔽

体、食不果腹的境地。1937 年，四川大

旱，粮食减产，米珠薪桂，哀鸿遍野，死

亡甚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

大批难民入川，迫于军需民食，省政府

设粮食增产委员会，督办粮食增产和

技术推广事宜，粮食种植面积增加到

1．4 亿亩，但亩产始终停滞在100 公斤

左右，人平年占有粮食250～ 260 公

斤，农民仍处于半饥饿状态。

建国后，党和政府确立了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的指导思想，一直把粮食生产放在各

项工作的首位，长期坚持“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

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为此而倾注

了大量的精力，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财

力和物力，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用

不到全国1／16 的耕地面积，提供了占

全国1／10 人口的粮食。

四川粮食生产分大春(秋收)、小

春(夏收)两季。主要粮种为水稻、小



麦、玉米、红苕和小杂粮。1985 年粮食

总 产 中，水 稻 占 50．3 % ，小 麦 占

16．3 % ， 玉 米 占 15．1 % ， 红 苕 占

10．3 % ，其 他杂粮占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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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 产

水稻发源于东亚，中国是起源中

心之一，迄今在云南、广西、海南等地

仍能寻得野生稻种。长江流域水稻栽

培历史可追溯到6 000 多年前。1981

年，凉山州西昌县礼州区发掘的新石

器时期的炭化谷粒和对广汉三星堆遗

址的研究，四川水稻的栽培历史可追

溯到3 000 年至5 000 年前。都江堰水

利工程建成，为成都平原水稻栽培提

供了优越条件，稻田逐步向东南拓展。

晋武帝时，朱提郡(今犍为县南)都尉

文齐，“穿龙池，溉稻田”，山丘地区开

始溉田种稻。北宋中期，四川修堰工作

不断开展，丘陵山区大量出现梯田和

蓄积秋雨以待来年栽秧的冬水田，推

动水稻向丘陵山区发展。四川水稻单

产，在宋代已相当于闽、浙的单产。宋

．代陈傅良《止斋文集》记载：“闽浙上田

收米三石，次等二石，四川稻田亩产亦

三石。”南宋初年四川已有大米外调。

1134 年，川陕宣抚吴玠请调川米15 万

斛至利州。1393 年，全国征实米、麦

2 943万石，其中四川征560 万石，仅

次于太湖地区。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

繁，水稻产量急剧下降。清政府鼓励外

省移民四川垦殖。1690 年下诏：“四川

民少而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

地亩给为永业。”吸引了湖广、江浙的

大量农民入川。1728 年规定：“各省入

川农民，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

五十亩。”移民不仅带来开垦的劳动

力，也带来了长江下游栽培水稻的先

进技术，促进了四川水稻生产的恢复

和发展。1753 年，清政府命令四川总

督黄廷桂运稻米30 万石到江南各省

赈灾。诏书上说：“川省产米，素称饶



裕，向经湖广一带贩运而下，东南各省

均赖其利。”1786 年，四川总督保宁

说，四川外来贩米，常年动计数百万

石。1743～1806 年的63 年中，有史可

查的官方外调大米计243 万石，接济

多达16 省区。四川已是西南最大的稻

米生产地。道光以后，西方势力入侵中

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也带

来一些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使农业生

产在育种、栽培、施肥、灌溉、防治病虫

害诸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及至光绪

年代，推行维新变法运动，清政府始主

动引进西方农业科技。诏令各省翻译

出版国外农学书籍，兴办农会，建立农

事试验场，举办农业学校。省农事试验

场征集国外水稻品种，进行试种示范，

对四川的水稻生产产生了影响。

民国建立后，四川长期陷入军阀

混战，经济衰退，农业耕作技术落后，

品种混杂退化，水稻亩产长期停滞在

150～200 公斤的水平。1933 年，四川

善后督办公署(设重庆)在巴县磁器口

设立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搜集了国

内稻、麦品种8 000 多个。与南京中央

大学农学院合作，进行籼稻品种试验

及以粳代籼的品种试验，并合作研究

四川水稻虫害；又编印四川较早的农

业技术期刊《四川农业》，传播水稻及

其他农业科技知识。1936 年，四川中

心农事试验场派詹纯鉴赴意大利学习

稻米检定，回国后在川东推广。选出早

稻种湖南矮、长粒籼等10 多个，并在

川东推广沤制堆肥、堆草诱杀土蚕、设

置螟蛾预测灯等新技术。1937 年抗日

战争爆发，大批难民入川，国民政府命

令四川省府发展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

产，解决军需民食。建设厅通令各县，

采取三项措施，增加水稻生产：1．奖

励垦荒，扩大耕地；提倡火葬，减少坟

地；实行代耕，恢复熟荒；劝导农民多

种水稻，减少非粮地。2．推广优良稻

种，举办种子检定，劝导农民接受省农

改所推荐的良种，并鼓励农民自行引

种。3．引导农民积肥、用肥、保肥。是

年建设厅长何北衡在一次专门召开的

专员县长会上说：“四川当前的首要任

务是增产粮食”，强调推广经过检定的

当地水稻良种，发展双季稻，防治螟

害。推行合作事业，建立合作仓库，鼓

励农民把稻谷寄放仓库，农民持仓单

向银行贷款，等待高价出售，防止谷贱

伤农。1939～1940 年两年，全省相继

成立县农业推广所128 所，开展农业

技术示范和推广工作。同时设立省粮

食增产委员会(后改称省粮食总督导

团)，负责督导全省粮食增产工作。抗

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各种农业增产措施相继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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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四川发展农业把粮食生

产放在首位，水稻生产列为粮食生产

的重点。水稻栽种面积，多数年份在

5 000万亩左右，最高年份曾到5 800

万亩。1978 年以后呈下降趋势，水稻

总的栽培面积虽有减少，由于“三靠”

(靠方针政策、靠科学技术、靠增加投

入)抓得扎实，亩产持续上升，总产量

大幅度增加。36 年来，四川水稻亩产，

除三年困难时期外，其余年份均持续

上升。1985 年全省平均亩产410．5 公

斤，比1949 年 的 180 公 斤 增 长 了

128 %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的几年，亩产持续大幅度上升，由1978

年的305．5 公斤，上升到最高年1984

年的428．5 公斤。7 年时间，增长了

40 % 。

1949 年以来，四川水稻生产的趋

势是不断上升。由1949 年总产928 万

吨增加到1985 年的1926．1 万吨，增长

108 % 。由于水稻生产发展，全省稻米

产需矛盾大为缓解，人民食品结构也

发生了变化，不少丘陵、山区农民过去

“红苕半年粮”，而今也改成以稻米为

主食。加上其他粮食作物增产，全省人

平占有粮食最高年(1984 年)达到403

公斤，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36 年中，四川水稻生产经历了一

个曲折的历程。

一、恢复和发展时期

建国后，鉴于水稻是四川最重要

的粮食作物，常年产量占粮食总产量

的60 % 左右，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水稻



生产。

(一)兴修水利，保证栽插面积

建国初，在春耕生产中，各级政府

强调抢栽抢种，不违农时，不荒废一亩

田，保持当时的4 区1 省1 市水稻面积

在5 000 万亩以上。1949 年冬，解放军

在进军四川途中，贺龙司令员得悉都

江堰岁修在急，即指派专人筹备抢修

都江堰工作。成都军管会成立的第二

天即召开水利会议，部署都江堰岁修

工程，命令驻扎灌区部队抽派官兵一

面剿匪，一面参加抢修，岁修工程得以

如期完成。各行署广泛发动群众修复

旧塘旧堰、泉凼、堵水坝等。“一·五”

计划时期，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

农田水利建设有较大发展。从1953 年

1 月开始，陆续建成官渠堰、西河引水

工程、东山引水工程，修复和兴建一批

中小型引水工程。确定在丘陵山区进

行蓄水工程建设。1953 年冬，西南农

林水利局在长寿县进行修建塘库蓄水

工程试点，历时8 天建成可蓄水1．3 万

立方米的模范塘，并召开水利干部现

场会，推广模范塘经验。次年春，省水

利厅先后在遂宁召集专县水利干部

180 多人，学习推广山湾塘的设计施

工技术，以推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塘库

建设的开展。还号召各地发展冬水田、

囤水田，试验示范机械提水灌溉，初步

形成引、蓄、提同时并举，为解决灌溉

问题提供了雏型。在此期间，全省共增

加灌溉面积1 000 万亩。水稻面积在

“一·五”计划时期，一直保持在5 000

万亩以上。

(二)提高复种指数，扩大水稻面

积

四川冬水田面积在1949 年以前

约占全省稻田面积的70 % 。冬水田每

年只种一季中稻，利用率低。建国后，

泸县一带农民根据以往经验，自发地

种植双季稻。1954 年，省农业厅安排

部分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

组试种双季稻，收到良好效果，两季亩

产500 公斤以上。1955 年示范种植8

万亩，早稻高产，晚稻获得亩产100 公

斤的良好收成。1956 年，全省双季稻

种植面积猛增至450 万亩，当年全省

晚稻平均亩产达到80 公斤。1957 年在

广泛宣传推动下，双季稻面积发展到

895 万亩。由于发展过快，物质条件、

生产技术及其他必需条件一时难以跟

上，晚稻亩产平均只有47 公斤。在此

期间也提倡蓄留再生稻，但亩产平均

只有25 公斤，得不偿失，群众不愿蓄

留，仅川东地区有零星培植。1957 年

水稻种植面积上升到5 800 多万亩，

达到建国后的最高峰。

(三)改进栽培技术，提高单产

1952 年，总结推广水稻生产的

“少秧密栽、好种壮秧、合理施肥”三大

技术。提倡选用秆硬抗倒耐肥品种，推

广新法泡田、浅水灌溉、精细薅秧、晒

田等技术。提倡种、养、积、造农家肥和

推广施用化肥，使肥料施用量逐年增



加。实行重施底肥、早施追肥的科学施

肥方法。改进育秧技术，推广新式秧

田，改丝毛秧为片子秧(扁蒲秧)。号召

早播早栽，促使水稻面积和单位产量

都有增加。1957 年和1949 年相比，面

积由5 154 万亩发展到5 845 万亩，扩

大691 万亩；亩产由180 公斤提高到

215 公斤，增加35 公斤；总产由928 万

吨增加至1 256 万吨，增长35．3 % ，平

均年增长4．4 % 。是36 年中水稻生产

的较好时期。

二、产量大幅度下降和调整时期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浪潮中，

农村生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加之增

产指标要求过高，导致“三高五风”泛

滥。1957 年底，四川在实施《〈一九五

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中，要求在

12 年内粮食总产翻一番。1958 年，省

委又作出“今年全省粮食作物有可能

比上年增产320 亿斤，实现亩产800

斤”的过高估计。从夏收开始，全国各

大报纸纷纷报道湖北、河南等省出现

粮食高产“卫星”，嗣后《四川日报》报

道了郫县安靖乡东风人民公社、合兴

乡红光公社、和平公社、友爱乡九社亩

产几千乃至上万公斤的“高产纪录”。

在这些错误的舆论导向和反右倾的压

力下，浮夸之风愈演愈烈。生产数据相

互攀比，真假难辨。在这种高指标、浮

夸风的相互促进下，1959 年，四川贯

彻中央“少种、高产、多收”的指示，提

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为6 000 万亩、

亩产1 250 公斤、总产3 750 万吨的要

求。经省委3 月在重庆召开万人大会

正式下达。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农

业生产技术上出现了“水稻非中耕作

物”的怪论，宣传推广“双龙出海”、“蚂

蚁出洞”高度密植的措施和发出大办

土化肥、土农药等号召。在此期间，各

级政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农田水

利建设、改造低产田土、造肥等工作。

但工程质量低，浪费严重，实效不高。

据核实后的统计表明，从1958 年起，

水稻面积、单产开始持续下降。至1961

年，水稻面积减至3 790 万亩，亩产降

至152 公斤，总产仅576．5 万吨。上述

三项指标均低于1949 年水平，总产仅

为1957 年的46 % 。

1962 年前后，全省开始执行中共

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

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六十条)，纠正“左”的错误。在水

利设施上，按照“以恢复冬水田为主，

兴修水利设施为辅”的原则，稳定稻田

面积。1962 年冬水田恢复到2 253 万

亩。并对库容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

库进行鉴定，划分为巩固提高、继续配

套、保坝退水、退水还耕四种类型，分

别予以处理。还先后建成遂宁龙凤前

池高扬程提灌站、荣县旭水河电力提

灌工程等。土改田和恢复水田68．6 万

亩，改造低产田268．2 万亩。1965 年水



稻 实 栽 面 积 恢 复 到4 969 万 亩，比

1961 年增加1 179 万亩。

在生产技术上，突出抓推广良种、

合理轮作和改进栽培技术。除继续推

广行之有效的良种外，重点抓了矮秆

水稻推广，纠正不顾客观条件发展双

季稻、扩大小麦面积的盲目作法，纠正

密植越密越好、施肥越多越好、栽插越

深越好的错误技术。水稻亩产获得显

著提高，1965 年与1961 年相比，亩产

由152 公 斤 上 升 到 234 公 斤，增 长

54 % ；总 产 由 576．5 万 吨 上 升 到1

162．5 万吨，增长1 倍多，基本上恢复

到1957 年的水平。

三、徘徊不前时期

1966 年，水稻生产形势继续好

转。“文革”中，农业科技单位有的被撤

销，科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或大

量流失。至1972 年才恢复农业科技机

构，号召科技人员归队。但由于极

“左”思潮的干扰，难以正常工作。在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省大规模地

进行治山治水、改田改土工作。同时抓

科学技术推广，开展群众科学实验活

动，扩大复种，推广良种，收到一些实

效。但从1971 年起，再次大规模地推

广双季稻，亩产虽较1957 年有所提

高，但农民群众仍认为种双季稻是“三

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积极性不高。

加上一些地方搞“一并三收”(小社并

大社，收自留地、自留畜、自留山)，引

起思想混乱。以致“文革”十年中水稻

生产徘徊不前。1976 年与1965 年相

比，水稻面积增长近8 % ，亩产增长

1 % ，总产增长不到9 % ，年平均增长不

到1 % 。

四、高速发展时期

1976 年以后，各级党政对农村经

济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调动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1977 年春，省委通过

调查研究，总结多次推广双季稻的经

验教训，提出“主攻中稻，大力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积极创造条件，因地制宜

地发展双季稻”的方针，调整双季稻布

局，减少双季稻面积，把发展水稻生产

的重点放在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

上。为确保水稻生产，抓住水这个命

脉，在原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陆续建

成仁寿黑龙滩、简阳三岔水库等大型

水利工程，并开始兴建喷灌工程，改造

下湿田、低产田。

在此期间遵循“科学技术必须面

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技术”

的方针，在普及矮秆品种的基础上，从

1975 年开始试种杂交稻，1977 年大面

积推广。在各级党政的支持及农业、粮

食、财政等部门配合下，经过广大科技

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杂交水

稻面积逐年大幅度扩大，单产不断提

高，总产成倍增长。

这一阶段，还进行了育秧改革，推

广温室两段育秧、地膜育秧、半旱式栽



培，使水稻在布局调整、面积减少的情

况下，单产、总产大幅度提高。1985 年

与1976 年相比，面积减少669 万亩，单

产 提高174 公斤，总 产增 加658．1 万

吨，增产近52 % ，年平均增长5．8 % 。

1949～1985 年四川省水稻面积和产量表



第 二节 分 布

四川气候条件和大部分稻区的土

质，均宜于水稻生长发育。

四川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一般都

在1 000 毫米以上，盆地边缘较多，雅

安多达1 770 毫米以上。每年盆地雨

量分布主要集中在5～8 月，占全年雨

量的60 % 以上。雨水集中季节，正是水

稻生长需水最多的时间。四川地表径

流、地下水源都比较丰富。常年全川地

表径流产水量可达3 057 亿立方米以

上。全省水稻需水量全年不过200 亿

立方米，不及全省年径流产水量的

6．54 % ，可供水源潜力很大。

四川热量资源比较丰富，盆地内

长江河谷地带海拔较低，全年平均气

温高达18℃以上，适宜于栽培双季稻

和蓄留再生稻。盆地内常年积温为5

500～7 500℃，为水稻提供了充分而

优越的热量资源。

四川全年的日照时数为1 000～1

400 小时，为全国少日照地区之一。盆

地内东部偏多，西部偏少。盆地内4～

8 月 中稻生长期日照时数一般在600

～800 小时，占全年日照时数的60％

以上。

四川水稻土面积很大，分布于盆

也内最多，16 个地、市有水稻土6 685

万亩。多分布在江河沿岸，肥力较高。

紫色土性母质的水稻土肥力也较高，

面积最多。黄壤性母质的水稻田肥力

低于以上两种。红壤性母质的水稻土

主要分布在川西南，肥力最差。

四川省水稻分布，由于各地水田

面积不平衡，而形成水稻种植面积密

度差异悬殊。全川85 % 的水田集中在

盆地底部，尤以盆西平原和盆南浅丘

地区分布最多。盆西地区地势平坦，河

渠密布，灌溉便利，稻田占耕地的90％

以上。盆南地区丘陵起伏，历来靠塘堰

灌溉，也是全省冬水田分布较多的地

区，稻田占耕地的70 % 左右。80 年代

初，省农业区划办根据四川特点，把水

稻产区划分为6 个区。

一、盆西平原稻区

本区田多土少，两季田比重大，有

980 万亩水田，冬水田约占5 % 。常年

种水稻950 万亩左右。本区雨量比较

集中，秋多绵雨，春季气温回升迟，日

照较差，但水利条件好，光照资源能满

足一季水稻生长，大春种两季则不足。

稻田大部分是水稻土，有油沙、半油

沙、大土等，土层深厚，保水保肥力强，

适宜种水稻。



二、盆中浅丘稻区

本区有水田966 万亩，常年种水

稻900 万亩左右。以浅丘、馒头山为

主，海拔400～700 米，春末夏初有干

旱，夏季雨水多，高温少，秋季降温慢。

土壤主要是水稻土，肥力中等。冬水田

占稻田面积48 % ，一年一熟。两季田

中，前作种小麦的占80 % ，种油菜的占

15 % ～20 % 。本区适宜种一季中稻，种

双季稻热量不足。

三、盆南丘陵稻区

本区有水田1 220 万亩，常年种

稻1 200 万亩。气温高，降雨多，稻田

分布在海拔350～600 米地带。春温回

升早，秋温下降慢，土壤主要是水稻

土，冬水田占稻田的70 % 。耕制以一年

一熟的中稻为主，部分两熟。双季稻主

要产于本区，一年三熟的面积很小。

四、盆东丘陵稻区

本区有水田833 万亩，常年种水

稻800 万亩左右。本区气温高，春雨

早。冬水田占稻田的48 % ，稻田一年一

熟与一年两熟约各占一半。稻田土壤

是水稻土。光、热、水资源能满足水稻

生长要求。沿江河谷低海拔地带能适

应双季稻生长的需要，但7 月下旬至8

月下旬常出现规律性的高温伏旱，对

中稻开花结实不利。早春气温回升稍

迟，且不稳定。

五、盆周边缘稻区

位于盆地四周，范围广，稻田零星

分散。包括涪陵地区(垫江除外)全部，

万县地区东北部，宜宾地区西部，乐山

地区西部，绵阳、达县地区北部，雅安

地区部分和重庆市的綦江、南桐。本区

土多田少，水田面积718 万亩，常年种

稻680 万亩左右。1985 年亩产348．5

公斤，是全省水稻亩产最低的地区。本

区山高谷深，气候变化剧烈。

六、川西南山地稻区

本区地广人稀，田少土多，大部分

为冬炕田土，有水田154 万亩，冬水田

占稻田的10 % 以下。本区地势高低悬

殊，立体气候明显，日照充足，热量丰

富，雨旱分明，昼夜温差大。从地形地

貌看，有河谷地带、盆地地带(会理盆

地、盐源盆地)、半山地带。

1985 年，全省208 个县 (市、区)

中，产稻县占174 个。6 个分布区中，水

稻面积最多的为盆南丘陵稻区，有

1 206万亩；总产量也最多，为489．9

万吨。亩产以盆中浅丘稻区最高，为

493．5 公斤。



四川省水稻分布情况表



第三节 技术改进

北宋时期，四川丘陵地带筑埂拦

水，开辟梯田，种植水稻。明代民间已

有留种田，生产种子，并实行粒选。留

种田的株行距比生产田的大，施肥要

多几倍。清代中叶，川西农民种稻已较

重视栽培技术。《三农纪》记载：“取粒

圆而实纯者”作种，用水浸种，用草覆

盖升温，催芽播种，轻手拔秧，插浅不

插深，转青松禾蔸。还摸索出水稻播种

的物候。

民国前期，四川局势长期混乱，水

稻生产技术因循传统，30 年代中期川

政统一，农业生产才逐渐受到注意。

1937 年抗战军兴，四川成为粮食生产

基地，要求增产水稻，突出抓了良种推

广。采取检定农家稻种的作法，淘汰劣

种，推广检定种。省政府命令各县组织

水稻品种检定委员会，承办检定事宜。

全省分5 个区，在区内选定简阳、合

川、宜宾、绵阳等22 县试行水稻品种

检定工作，每县至少选100 处进行田

间调查。成都稻麦改进所进行室内品

质检验。各县检定入选的稻种，推广了

800 多万亩。1938～1940 年间，在开展
地方品种检定调查的基础上，先后选

了沙刁早、富绵黄、都江玉、水白条、巴

州齐、竹桠谷、嘉陵雄、沱沱黄、马尾

齐、筠连粘等10 多个检定地方良种

(高秆)，就地扩大推广。

建国以来，把水稻放在粮食生产

的突出地位。初期，水稻生产主要提倡

精耕细作，摒弃粗放种植；按时下种，

不违农时；增加犁耙次数，多施底肥；

防治水稻螟虫，减少白穗；修复旧农

具，推广简易新式农具；恢复和建立了

一批农药厂、肥料厂、农械厂，组织爱

国丰产运动，提高水稻等主要作物的

单位产量。1952 年，四川各地土地改

革结束。1953 年起实施第一个国民经

济五年计划。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

同时，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当年在全省

劳模大会上总结出水稻少秧密栽，好

种壮秧，合理施肥“三大技术”在全省

推广。以后其内容经过不断补充完善，

成为“一·五”计划期间水稻生产的基

本技术。

1956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九

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省委根据“纲要”精神制

订了《四川省实现〈一九五六到一九六

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的简要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的技术措

施。此后，水稻生产逐步在良种、良法、

良制上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良好效

果。

一、推广优良品种

1950 年后，主要推广经评选出的



胜利籼、黑谷子、光明籼、一根苗、中农

4 号、川农422 等良种。但这些品种植

株高大，密植程度受到限制，且不耐肥

抗倒，单位面积产量只有250 公斤左

右，制约了水稻单产的进一步提高。

(一)改高秆品种为矮秆品种

1958 年后引进矮脚 南特、矮子

粘、广场矮、珍珠矮等品种。经过试验

示范，证明这些品种适宜密植，耐肥抗

倒力强，无论在坝区或丘陵，肥田或瘦

田，冬水田或两季田，深脚 田或浅脚

田，生长普遍良好。平均亩产300～350

公斤，比当地种多收50～100 公斤。广

场矮和珍珠矮还出现亩产400 公斤以

上的田块，增产潜力巨大，群众欢迎。

1965 年，省农业厅派员到广东、江苏

调入矮秆稻种数百万斤，主要在温江、

宜宾、乐山、绵阳、成都、江津等地、市

推广。面积达100 万亩。还采取请进来

派出去的办法，交流高产栽培经验。

1965～1966 年，先后从广东、上海、江

苏聘请了一批老农到温江、江津等地

进行传授矮秆稻栽培经验。学习他们

“稀撤谷种、泥浆落谷、塑料薄膜覆盖

育秧技术”，为四川开拓新式秧田奠定

了基础。在引进推广矮秆品种的同时，

省农科院、四川农学院等单位引进外

地水稻种质资源，先后育成成都矮8

号、成都矮4 号、泸成17 号、泸洋早、泸

双1011、泸科3 号、矮沱谷151、蜀丰1

号等适应四川生态环境的矮秆水稻品

种。1972 年统计，全省共选育矮秆水

稻良种113 个。其中早稻39 个，中稻46

个，晚稻28 个。至1975 年，矮秆水稻品

种基本取代了高秆品种。

四川水稻品种中，品质优异，米饭

具有特殊香味的籼稻品种有德昌香

稻、石柱香稻、宣汉桃花米、岳池黄龙

香米、泸县罗沙米等。德昌香稻60 年

代以后经过开发，送北京招待外宾。

1985 年约产50 吨。

(二)推广杂交稻

1969 年，四川开始水稻杂交优势

利用的研究。到1972 年，全省共有23

个单位开展此项工作。引进省外不育

材料，采取测交、回交、转育等方法，选

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但未实现

三系配套。通过品种间杂交、地理远缘

杂交、诱发突变等途径，四川选育出一

批不育系材料。

1975 年，省农科院、内江地区农

科所从湖南省引进全国首批三系配套

组合南优2 号、矮优1 号、矮优2 号试

种，当年共种18 亩，生长整齐健壮，穗

大粒多，平均亩产408 公斤，比常规稻

矮秆品种增产10 % 。引起领导部门的

高度重视。1976 年，在农林部的倡导

和省委、省革委的支持下，年初省农业

局在犍为县召开全省杂交水稻会议，

统一思想，研究部署推广事宜，并邀请

湖南9 位专家到会讲授杂交水稻基础

知识、亲本繁殖制种及杂交组合栽培

技术。赓即组织南繁制种，拉开四川推

广杂交水稻的序幕。省委决定省财政、



粮食部门划拨专门经费、粮食指标，补

助繁殖制种。省、地、县各级都成立了

杂交稻推广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全

省共1 700 多名干部投入这项工作。

通过协作攻关和生产实践，突破了繁

殖制种关键技术，制种产量提高。并相

继建立起“省提、地繁、县制”的杂交稻

繁殖制种体系及质量检验制度，保证

了亲本和一代种的数量和质量。以后

通过不断试验，组合也不断更新，继南

优2 号之后为矮优1 号、矮优2 号，很

快又推广适应性更强、产量更高、繁殖

制种更容易的汕优2 号，成为当家组

合。1983、1984 年由于汕优2 号使用年

限长，品种单一，稻瘟病大面积发生。

各地赓即将准备作接替种的汕优63

投入生产应用，得以渡过难关。

四川杂交水稻由于领导重视，措

施得宜，发展迅速，面积和单产持续上

升，促进全省水稻生产登上了新的台

阶。1977 年，全省杂交稻种植面积30

万亩，亩产379 公斤。1980 年面积达到

1 019．5万亩，占全省水稻总面积的

22 % ，亩产435 公斤。1985 年杂交稻面

积2 789．6万亩，占全省水稻总面积的

59．4 % ，亩 产453 公斤，总产1 263．5

万吨。在推广杂交水稻的同时，还培育

和引进了一批常规水稻 良种。1985

年，全 省 水 稻 总 产 比1977 年 增 长

36．5 % 。

1 975～1985 年四川 省 杂交稻栽 培面积 和 产量 表

二、改革育秧技术

四川水稻栽插时间有早迟，前作

为早熟小春作物(如油菜、苕子、豌豆、

胡豆、大麦)的稻田和冬水田、囤水田，

不受水源、前作的限制，可适时栽播；

前作为迟熟作物(如小麦、晒烟、大麻)

和等水栽秧的望天田，水稻就不得不

迟栽。为了实现高产稳产，采取大、中、



小苗配套，加以解决。

四川传统的育秧方法是水育秧，

秧田不分厢开沟，水播水育，由于长期

关水，芽谷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加之倒

春寒频繁，容易引起烂秧，秧苗不壮。

50 年代推广新式秧田，即秧田按2～

2．5 米开厢，厢间留走道，便于除稗、

施肥、治虫等管理。60 年代推广矮秆

水稻，逐渐采用湿润秧田，即秧田干耕

干整后，分厢开沟泡水，保持厢面湿

润。播种后泥浆踏谷，或覆盖细干粪。

湿润秧田育秧，不易烂秧，成秧率较

高，秧苗素质较好，至今仍然是一些地

方的主要育秧方法。70 年代中期起，

推广温室小苗育秧，在冬水田双季稻

集中的川南地区和种植杂交中稻多的

地区，采用温室小苗育秧，直插大田。

杂交水稻大量推广后，由于种子价高，

必须节约用种，推广温室两段育秧。即

把种子先放在温室内约1 周左右，育

成小苗，再在秧田单株寄插，培育多蘖

壮秧，然后栽插大田。既发挥了杂交稻

分蘖优势，又节约了用种，还可提早在

3月上中旬播种，齐穗时期提早到7月

15 日左右，使抽穗开花避过高温时

段，有利安全扬花结实。由于秧龄弹性

增大，可缓和水稻迟栽与高产的矛盾。

1982 年以前，全省杂交水稻基本上都

采用温室两段育秧，成为全国推广温

室两段育秧最多的省份。

80 年代初期出现的地膜育秧，是

针对温室两段育秧存在建造温室、需

要燃料、成本较高和不便分户作业的

问题而兴起的，从1982 年开始经过试

验示范，逐步发展起来。地膜育秧可以

在水田，也可用旱地作床培育，但水田

培育效果最佳。地膜育秧成秧率比温

室两段秧低，但育秧成本大大下降，又

便于分户育秧，水稻同样高产。在一些

冬水田地区采用地膜育中苗，直接栽

插大田，省掉寄插一道工序，更受农民

欢迎。因而推广速度很快，1985 年全

省地膜育秧栽插面积约达1 000 万

亩。
四川盆周山区，春雨迟，早春天气

寒冷，育秧困难，习惯在热量条件好的

山下租田育秧，待到栽插季节运秧苗

上山栽插，俗称育“客秧”。客秧成本

高，又是密播的“狗毛秧”，经长途运

输，秧苗枯伤严重，栽后成活返青慢，

难于夺取高产。长期以来山区农民苦

于无法改变。自有温室育秧和地膜育

秧技术之后，山区农民可以就地育秧，

不受运秧之苦，而且秧苗素质提高，多

年育“客秧”的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三、发展双季稻、再生稻

建国前，四川水利设施落后，冬水

田 约3 000 万 亩，占 稻 田总 面积 的

70 % 左右。冬水田一般一年只种一季

中稻，全年有8 个月左右的时间土地

空闲，温、光资源浪费很大。30～40 年

代，许多省内外专家提出，四川温光资

源丰富，应当兴修水利，改部分冬水田



为两季田，增加一季小春作物。暂不能

改造的冬水田，应发展双季稻或再生

稻。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条件

下，这些建议未能实现，双季稻、再生

稻仍停留在试验示范阶段。建国后，随

着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开展，农田灌

溉面积不断增加，部分有水源保证的

冬水田逐步被改造成了两季田，全省

冬水田面积由建国前的3 000 万亩左

右，减少至80 年代的2 000 万亩左右，

小麦等小春作物面积得以扩大，部分

地区还发展了油稻稻、麦稻稻、肥稻稻

等三熟制。仍然保留的冬水田，着重发

展双季稻、再生稻。

(一)发展双季稻

四川双季稻的研究始于1935 年

杨开渠教授。1937 年，中央农业实验

所稻麦改进所指定成都、绵阳、合川、

泸县等4 个总场、分场与温江、遂宁等

6所农校合作，继续进行试验。泸县分

场(后更名为泸县稻麦改良场)，坚持

进行了18 年试验，先后开展了早、晚

稻品种的引进、筛选与组配，双季稻种

植方式和栽培技术的研究等。结果表

明，在品种上南特号、沙刁早可作早稻

使用，浙场3 号、浙场9 号可作晚稻使

用，以此组配较好。在种植方式上，间

作、连作和寄秧连作均可。寄秧连作产

量最高，但所需秧田面积大，经济上不

合算；连作早稻产量高，但晚稻稳产性

差，风险大；间作早稻产量低，但晚稻

产量稳定，宜重点推广。在栽培技术

上，关键是掌握好早、晚稻的播栽期，

增施肥料，做好螟虫防治。凡做好品种

组配、栽培技术、螟害防治等三条的，

一般亩产350～400 公斤，比一季中稻

增产30 % 以上。1940 年在初步试验成

功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生产示范。1941

年正式定名为双季稻，并重点在川东

南地区推广。1944 年，荣昌、江安、泸

县等22 个县共示范种植13．3 万亩，主

要为间作方式。以后由于农民日趋贫

困，生产投资减少，劳力外流，双季稻

生产萎缩。

建国后，随着农民经济状况好转

和生产条件改善，泸县一带不少农民

又自发恢复双季稻。1954 年，为探索

增产稻谷的路子，农业主管部门有计

划地安排部分国营农场、互助组、农业

生产合作社进行试种。结果表明，凡早

稻晚稻播栽期得当，技术措施合适的

均取得较好结果，高的亩产达500 公

斤。1955 年，农业部提倡水稻“双改”，

即改一季中稻为双季稻、改双季稻的

间作方式为连作方式。四川按此示范

8 万亩，当年晚稻亩产100 公斤，实现

计划要求。1956 年在合作化高潮中，

双季稻猛增至450 万亩，晚稻亩产80

公斤。省委领导十分重视，号召全省发

展双季稻，并层层下达种植任务。1957

年，全省双季稻面积再增至895 万亩，

由于发展过快，未能做到因地制宜。许

多地方缺乏种植经验，技术物资跟不

上。有的地方劳力打挤，不能按时栽



插。加之当年秋季气温偏低，晚稻收成

不好，全省平均亩产仅47 公斤。双季

稻比一季中稻产量只多6 公斤。1958

年起种植面积开始回落，1961 年降至

100 万亩以下。

1970 年，省革委提出粮食增产出

路在于扩大复种、推广良种。许多地方

再次掀起发展双季稻高潮，1971 年双

季稻面积恢复到400 多万亩，1972 年

进一步发展到700 多万亩。两年中由

于品种和栽培技术有较大改进和提

高，加之晚秋气候正常，大部分地区都

获得较好收成，并涌现出泸县邻玉公

社、德阳县孝感公社红光大队及广汉

县、乐山县双季稻高产典型。1973 年2

月，省革委在成都召开全省双季稻生

产经验交流会，积极促进双季稻发展。

由于加强了领导，采用了行政手段进

行推广，使全省双季稻面积连续4 年

保持500～ 800 万亩左右，晚稻亩产

100 多公斤。1977 年，省委总结了农业

生产经验，提出“主攻中稻，因地制宜

积极发展双季稻”和“水路不通走旱

路”的方针，双季稻面积缩减，加之以

后杂交稻的推广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双季稻面积一减再减。1985

年，全省仅泸县等少数县种植，面积87

万亩。

四川发展双季稻的主要问题是早

稻烂秧、晚稻不易安全齐穗扬花。50

年代，杨开渠教授提出掌握三个20，即

3 月20 日播早稻，7 月20 日栽晚稻，9

月20 日前抽穗扬花。以后围绕上述两

大难题，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工作。

在品种组合上，经历了两季高秆籼稻、

早籼晚粳、常规早稻杂交晚稻和两季

杂交稻。在育秧技术上，大体与中稻一

致，也经历了水育秧、湿润育秧、温室

两段育秧和地膜覆盖育秧几个阶段。

由于品种和栽培育秧技术的改进，双

季稻单产显著提高。1977 年起晚稻平

均亩产稳定在100 公斤以上；1983 年

起稳定在200 公斤以上，两季杂交早、

晚稻合计高产的达1000 公斤。

1 955～1985 年 四 川 省双季稻 面积 和 产 量表





(二)蓄留再生稻

四川农民称再生稻为秧荪谷、二

道谷子。明代已有关于再生稻的文字

记述，黄省增在《理生玉镜》中记述：

“其已刈而根复发，苗再实者，谓之再

熟稻，亦谓之再撩。”1937 年，杨开渠

教授最先对高秆籼稻水白条、小南粘

等各节位芽的形态、生长发育和产量

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试验研究，认为再

生稻的产量一方面与头季稻秆上的休

眠芽的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与头季稻

的收割时间及稻桩高度更有密切关

系。这两者是蓄留再生稻的关键。以

后他进一步对蓄留再生稻的品种、留

桩高度、施肥时间及田间管理等，提出

了一套办法。50 年代他呼吁蓄留再生

稻，认为头季稻收获后两个月时间可

再收100～150 公斤稻谷，在土地利用

和粮食增产上有重大意义。但当时品

种和栽培技术均未完全解决，亩产一

般只10～20 公斤，未能大面积推广。

70 年代初，国内外对再生稻的研

究开始活跃。70 年代中期，省水稻研

究所鉴定出一批适于培育再生稻的品

种：南京11 号、科字5 号、IR 29、IR24

等，并提出用早熟品种蓄留再生稻，两

季生育期为180 天左右。用中熟品种

蓄留再生稻，两季需210 天左右，因中

稻面积大，头季单产高，用中稻蓄留再

生稻有发展前途。70 年代中期，四川

农学院、四川省农科院水稻所和作物

所、西南农学院、绵阳农校、绵阳农科

所等单位组成再生稻示范协作组，选

用头季高产、熟期适当、再生力较强的

品种，配合相应的栽培管理技术，特别

采取保护休眠芽活力的施肥技术，取

得成果，示范面积扩大。1976 年蓄留

4 000多亩，1977 年蓄留24 万多亩，

1978 年扩展到90 多个县28 万多亩。

同年秋，省农业厅在蓬溪县蓬莱镇召

开了再生稻现场会，参观星光公社八

大队蓄留的100 亩再生稻，亩产136 公

斤的现场。1979 年又在永川县召开经

验交流会加以推广。但由于使用的中

稻品种不理想，再生力不强，亩产不

高，未能推开。

随着杂交稻的迅速推广，利用杂

交中稻蓄留再生稻又引起了领导和有

关科研、推广单位的关注。1977 年，江

津牛奶场以南优2 号培植再生稻15．8

亩，平 均 亩 产202 公 斤，最 高 亩 产

313．5 公斤。80 年代，四川有关的科研

单位再度组织协作组，筛选出再生力

强的杂交稻组合矮优1 号、矮优2 号、

再生优(岗朝 A ×泰国稻选)等，并提

出配套栽培技术。再生优的再生力最

强，产量高，但制种难，不抗稻瘟病，仅

停留于试验示范阶段。1983～ 1985

年，协作组主持的以汕优63 培育再生

稻，示范面积累计20 190 亩，两季合

计 亩产648 公 斤，其中再生 稻 亩 产

116．5 公斤。为再生稻大发展打下了

基础。



四、改进栽培管理

四川水稻栽培，在肥水管理上也

有较大改进。灌溉方面，建国前，由于

水利设施差，形成深水淹灌，在自流灌

溉区则为串灌、漫灌。建国后，随着水

稻灌溉试验的深入，50 年代提出新法

泡田与浅水灌溉技术，有水源保证田

块以后逐步改进为水层、湿润、晒田相

结合的水稻灌排模式。彭县农民总结

出32 个字的经验，即浅水栽秧、寸水

返青、薄水分蘖、苗够晒田、足水孕穗、

有水扬花、湿润壮籽、黄熟落干。川东

地区简化为“浅、深、浅”的模式。

施肥方面，冬水田历来多不施肥，

两季田施肥也很少。50年代提倡稻田

增施肥料，主要为农家肥，普遍存在轻

底迟追、重氮轻磷钾的现象。从70 年

代起，主要用化学肥料，提倡稿秆还

田，推行重底早追，有机无机配合，氮、

磷、钾配合，底肥深施，多次追肥。最具

突破性的是有针对性地施用微量元素

肥料，主要是锌肥。80年代，有的地方

还推广了氮素化肥一次基施和因土采

用配方施肥办法。

密植方面，建国前水稻普遍稀植。

50年代即提倡合理密植。在“大跃进”

中，一度推行“双龙出海”、“蚂蚁出洞”

的高度密植。60 年代纠正了越密越好

的作法，重新推行合理密植。70 年代

进一步改进密植技术，在一定基本苗

基础上依靠分蘖成穗，在一定穗数水

平上争取穗大。做到前期壮苗早发，中

期稳健增长，后期不早衰不贪青。为了

作到密植和群体分布均匀，先后推广

了牵绳开厢栽秧和宽窄行栽秧形式。

防治病虫害方面，四川水稻主要

病虫害是螟虫、飞虱、浮尘子、稻瘟病、

纹枯病、白叶枯病等。危害普遍而严重

的是螟虫和稻瘟病。防治螟虫方法，在

建国前和50 年代初期，主要采用挖稻

桩、摘卵块等人工防治，之后采用点黑

光灯诱杀和施药防治。60 年代随着防

治、测报技术发展，主要在三化螟第三

代卵孵化10 % ～20 % 时一次施药防

治，效果很好。对于稻瘟病主要选用抗

病品种，随着稻瘟病生理小种变化而

更换。70 年代开始使用井岗霉素防治

稻瘟病，也有一定效果。

此外，从1982 年开始，在冬水田

中推广半旱式栽培，即田中起垄，垄间

为沟，垄上植稻，沟中养鱼、养萍，或栽

高笋，形成“稻萍”、“稻萍鱼”、“稻萍鱼

笋”等利用形式。既改善了冬水田土壤

的生态环境，每亩稻田可增产稻谷50

公斤左右，还可产萍2 000 公斤左右

或产鱼8～23 公斤，高笋20～30 公斤。

川东南一带推行较多。1985 年全省冬

水田半旱式栽培面积66．3 万亩。



四川栽培的麦类种类较多，主要

有小麦、大麦、青稞、燕麦。小麦的面

积、产量均居麦类第一位。

第一节 小麦生产

一、生产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小麦起源中心之

一。在商周以前，长江下游已种小麦。

汉代，四川开始在小范围内零星试种。

栽培季节由北方的春种(春麦，或称

“旋麦”)改为南方的秋种夏收(冬麦，

或称“宿麦”)。唐代，四川南部山地放

火烧山，实行“刀耕火种”，种植粟和

麦。

四川小麦生产，南宋时期是个转

折点。当时，北方人大量南移，以麦为

食的人口激增，供不应求，麦价腾贵。

南宋“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

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

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

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农民种麦自得，

麦价又高，激发了农民种麦的积极性。

南宋以后，南方逐步形成一年稻麦二

熟的耕作制度。水旱轮作，在四川盆地

内开始扩展。山区梯田种稻，配合种二

麦(小麦、大麦)。

清初，四川总督阿尔泰饬令各州

县，劝谕农民增种一季小麦、大麦，或

豆类作小春。1760 年出版的《三农纪》

把小麦列为首位，指明“麦者脉也，食

之可能养其脉也”。肯定小麦作粮食的

营养价值，也说明麦类在四川粮食作

物中居于重要地位。



民国初期，四川小春以小麦、大

麦、油菜为大宗，三者常因价格的升

降，互相挤占面积。30 年代以前，由于

栽培技术落后，单产低，农民种麦效益

不高，加之加工方法沿用磨坊磨粉，成

本高，出粉率低，制约了小麦生产。30

年代开展了技术改进，成渝等地兴建

了机制面粉厂，进一步打开了小麦销

路，促进了生产。1938 年省政府估计，

全省有旱地6 000 多万亩，占耕地面

积58 % ，大、小麦面积为1 950 多万亩

(大麦常年面积约为600 万亩)，占旱

地面积的30 % 。产量为127．9 万吨，居

全川粮食产量的第三位(水稻第一、红

苕第二)。

1949 年后，四川 随着 人口的增

加、食品工业的发展，军需民食都需要

大量小麦，需求量日益增长，国家规定

小麦可以抵交征购粮，而且统购价格

比水稻高，农民也就乐于扩大小麦种

植。在建国后的36 年中，小麦面积增

长了98．7 % ，总产增长了525．6 % ，亩

产增长了216．7 % 。小麦面积在粮食生

产上所占比重，由1949 年的10．7 % 上

升到1985 年的21．3 % ，总产量所占比

重由6．7 % 上升到16．3 % 。面积和产量

仅次于水稻，居第二位，是粮食作物中

发展最快的。

四川小麦生产经历了一个曲折历

程：

(一)从1950 年至1960 年，小麦面

积 逐 年 增 加，由1 510 万 亩 上 升到

2 708 万亩，产量由100 万 吨上 升到

188 万吨。自1951 年农业部发出号召，

开展小麦生产评比运动以后，当时的

四个行署、重庆市和西康省都先后结

合劳动模范会议，评比了小麦增产模

范，树立了小麦生产先进典型，推动大

面积高产。扩大推广了南大2419、中农

28、成都光头等良种。推广深耕、密植、

施肥、灌溉的传统技术。搞药剂拌种，

防治病虫害。发展旱地“小麦一玉米”、

“小麦一红苕”的一年两熟耕作制度。

放干冬水田增种一季小麦或油菜。这

些措施推动了这一阶段的小麦稳步向

前发展。但这一阶段后期的“大跃进”

中，一些不切实际的作法，为下一阶段

的小麦生产带来了后遗症。

(二)从1961 年起，开始贯彻休养

生息的政策，实行大春多用，小春多

养，但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失误，一时

难以消除，小麦生产进入低谷，种植面

积呈下滑趋势，1961 年比1960 年减少

100 万亩；1962 年比1961 年减少257

万亩；1963 年 比1962 年 减 少254 万

亩，三年之间共减少611 万亩。产量

1961 年比1960 年下降48 万吨，1962

年比1961 年下降12 万吨，1963 年开

始回升，比1962 年回升9 万吨。

(三)从1964 年至1978 年的15 年

中，先后推广了良种阿波、山农205、雅

安早、大头黄、繁6、繁7 等品种。针对

盆地雨多田湿，不利于小麦播种的情

况，发动各地推广早期排水，早耕炕



土，精细整地。各级办样板田，进行高

产示范。1965 年，省农业厅、农科所在

郫县犀浦乡办样板田，并以犀浦为基

点与温江地区及所属各县联合举办了

大面积50 万亩的 小麦样板 田，推广

“三个20”，即亩用20 斤硫酸铵作底

肥，亩用20 斤种，保证每亩20 万穗以

上。在16 个县48 % 的生产队落实了

51．3 万亩面积，经过认真努力，实现

了亩产173 公斤的计划指标。有111 亩

亩产达到350 公斤，开创了四川小麦

大面积高产的新局面。

1973 年，农林部在河北石家庄市

召开全国小麦生产会议，指出小麦是

一种生长期长、灾害少、能获得高产稳

产的作物，号召以“以夏促秋，全年丰

收”，推广河北石家庄、河南新乡、山东

烟台三地区大面积小麦高产经验。四

川针对本省具体情况，采取小麦与绿

肥轮作，实行养用结合，全面规划，合

理布局，整修灌排渠系，开沟排水，防

除湿害。对丘陵坡地挑沙面土，增厚土

层。结合各项先进技术的贯彻，小麦面

积扩大，单产提高。

全省小麦播种面积由1964 年的

2 067万亩，增加到1978 年的3 241万

亩，15 年间扩大1 174万亩；亩产由74

公斤上升到143 公斤，增加了69 公斤；

总产由152 万吨，增加到463．5 万吨，

增加了311．5 万吨。

(四)自1979 年四川小麦产量突

破500 万 吨大 关 后，持续7 年 上 升，

1983 年最高产量达到724 万吨。这段

时间四川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进发出极大

的生产热情。农业部针对全国低产麦

田占的面积大，影响全国小麦产量的

提高，提出狠抓低产地区，改变小麦生

产面貌的号召。1979 年9 月，中国农业

科学院在郑州召开全国小麦栽培科技

会议，提出实现小麦大幅度持续增产

的建议措施，并经农业部批准贯彻。四

川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大力推广抗病

高产良种及带状种植等增产措施，推

广新都县石板滩公社、成都市金牛区

龙潭公社小麦小窝疏株密植高产经

验。1981 年，在双流、富顺、璧山、绵阳

等22 县组织小麦高产片150 万亩，平

均亩产达到199 公斤，比当地未参加

示范的增长11．6 % 。1983 年又组织涪

陵、荣县、青川等9 县小麦丰产片16 万

亩，亩产269 公斤。1982 年，省农科院

在川西平原总结出小麦亩产400～500

公斤的技术经验，在广汉县三个基点

队推广，获得8．7 万亩平均亩产420 公

斤的高产成绩。对四川省西部小麦低

产变中产、中产变高产提供了科学依

据。1985 年 全 省 小 麦 栽 培 面 积 达

3 000万亩，亩产达209 公斤。

四川小麦除上述冬小麦外，还有

小部分春小麦。1985 年全省春小麦面

积36．2 万亩，亩产147 公斤，总产5．3

万吨。其 中阿坝州20 万亩，甘孜州

15．8 万亩，凉山州、万县地区、乐山市



部分山区县有零星春小麦种植。

1949～1985 年四川省小麦面积和产量表

二、改进栽培技术

清代小麦栽培技术在传统的基础

上有一些发展。雍正时，成都知县张文

梵(浙江省萧山县人)，在他的《农书》

中总结了群众经验，种小麦要“仔细拣

种”、“母要肥”才能高产。推广“初耕欲



深，转耕(再耕)欲浅。初耕不深则土不

熟，转耕不浅则动生土”的经验。德阳

知县阚昌言著的《农事说》，总结了“因

天之时”、“尽地之力”、“尽人之力”、

“尽人事以补天工”，劝导农民种五谷

要不违农时；要施肥才田肥苗茂；要讲

求方法，尽人的技力。他还提倡多养生

猪积肥。《三农纪》的作者张宗法(什邡

县人)记述四川民间种麦“秋种夏获”，

证明川西已是一年两作的冬麦区。他

还说“种有早中晚三等，品有芒无芒两

种，色有白赤紫，粒有圆长扁，其类甚

多”。他总结了民间养地种麦的“种榻

法”，“先任地所喜，或种蚕豆、赤豆之

属，候苗开花结角，犁翻入土，胜于着

粪”。先种豆科作物，再种小麦，兼顾用

地养地。但是，当时大面积生产上一般

仍很粗放。

民国时期，从30 年代起，四川小

麦种植技术开始改进。1936 年，省稻

麦改进所从国内外引进征集小麦品种

941 个，筛选出广汉小麦、崔店小麦、

新繁小麦、金大2905、中农28 等19 个。

其 中金大2905 试验产量每亩达到

193．8 公斤，比成 都无 芒红 麦 高出

34．08 % 。1938 年确定金大2905 为重

点 推 广品 种，当 年 推 广23 923 亩。

1941 年猛增至50．69 万亩。1942 年，

在川西推广川福麦之后，又陆续推广

矮立多、中大2419、玉皮小麦。但推广

面积不多，广泛使用的仍是地方品种，

如合川排灯麦、万县换香果、安岳鱼尾

兰麦、西昌油条子、南充红壳麦、苍溪

老蚕麦、内江鱼鳅麦、绵阳矮南麦、井

研六棱麦、新津黄花麦等。栽培技术

上，在平坝、丘陵区推广条播、窝播，消

除撒播。号召每亩播种4 公斤左右，鼓

励农民使用硫酸铜浸种、冷渍温汤浸

种，防治为害最烈的小麦黑穗病。1936

～1938 年，省农业改进所直接派技术

人员到重点县，协同当地政府进行技

术推广。1939 年开始，各县农业推广

所先后成立，由县推广所担任本县小

麦推广工作。1942 年，各县推广所撤

销，由建设科主管推广工作，稻麦改良

场成立，由稻麦改良场提供技术资料，

省粮食增产总督导团补助经费，稻麦

改良场的高级技术人员担任督导员。

建国后，四川小麦的需求不断增

长，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小麦增产技术

的普及和提高。在继承和宏扬传统农

业技术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省内外优

良栽培技术之长，使四川小麦栽培技

术日臻完善。

(一)五次更换良种

先后经历了由南大2419—山农

205一阿波一繁六、繁七一绵阳11 号5

次大更换。每更换一次，小麦产量大幅

度上升一次。

第一次，50 年代初、中期，把具有

抗病、成熟早的南大2419 作为当家品

种，推广到800 万亩，约占小麦面积的



一半，平均亩产100 公斤，部分地方推

广矮立多，其余落后品种陆续被淘汰。

第二次，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前

期，由高秆品种向矮秆品种转化，主要

推广万县地区农科所小麦专家贺逢辰

等育成的山农205，亩产150 公斤左

右，播种面积最多达500 万亩。

第三次，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

初，主要推广阿波、雅安早、大头黄3

个品种。阿波穗大，每穗着40 粒左右，

千粒重40 克上下，秆硬，抗倒，亩产

200 公斤左右，最高年推广面积达

1 200万亩，使用时间较长。以后逐渐

感染锈病，到70 年代初抗力减弱，逐

步被淘汰。雅安早抗锈病、白粉病和黑

穗病，迟播早熟，可供三熟制栽培使

用，亩产250 公斤左右。最高年推广面

积达850 万亩。大头黄选自成都光头

的天然杂交种，抗倒伏，抗条锈病、黑

穗病、白粉病，亩产250 公斤左右，高

的可达400 公斤，较耐旱，迟播早熟，

适宜丘陵旱地种植，推广面积最高达

450 万亩。

第四次，70 年代中后期的当家品

种是繁六、繁七，由四川农学院颜济教

授于1969 年育成，属春性品种，耐肥，

成穗率高，抗倒力强，抗根腐病、锈病、

散黑穗病。迟播早熟，宜三熟制栽培。

高肥条件下亩产可达300～350 公斤，

高的达450 公斤。1978 年这两个品种

推广面积最多，共达1 329 万亩。1985

年全省尚种植57 万亩。以后四川育成

和推广的小麦品种，多数都含有繁六

血缘，对控制四川小麦条锈病为害发

挥了作用。

第五次，80 年代主要推广绵阳11

号。70 年代中期，绵阳地区农科所高

级农艺师冯达仕针对四川气候特点，

培育出多花多粒、粒大粒重、矮化抗

倒、抗“三锈”、抗赤霉病、抗白粉病的

新品种绵阳11 号。1977 年经过鉴定，

绵阳11 号区试亩产343 公斤，比繁六

增长13．5 % ，且品质优良，适合盆地栽

培。1980 年全省种植1．8 万亩，1984

年激增到2 077 万亩，占当年全省小

麦面积的63 % 。其后绵阳地区农科所

陆续育成的绵阳系统小麦品种，都受

到农民群众欢迎。到1985 年，绵阳15

号种植面积552 万亩；绵阳19 号307

万亩；绵阳12 号55 万亩；绵阳11 号则

减少为1 279 万亩。同年各地种植的

品种，还有繁六、巴麦18、雅安早、大头

黄、蜀万761、川育6 号、川麦20 号、川

辐1 号等。种植面积合计280 多万亩。

(二)增加密植程度

建国初期，四川不少农民(特别是

山区地方)习惯于撒播，密而不匀，或

不匀不密，单产很低。也有一些搞“稀

大窝、密大纂”的点播，还有窝行距1

尺见方的。1952 年，农业部颁发《冬小

麦技术试行纲要》，要求推广合理密

植，缩小行距，加宽播幅，增加播种量。



以后四川推广条播，减少窝播和撒播。

通过生产实践，有的地方搞“以田定

产，以产定穗，以穗定苗，以苗定播种

量”，但过于繁琐，推行有阻力。70 年

代末，成都市农技站站长洪子怡在总

结成都市郊东山一带浅丘陵粘重黄坭

田农民用钝撬撬窝点播传统经验的基

础上，改高撬为矮撬，经过省农科院余

遥等的研究，提出疏株密植法，即改重

撬为轻撬，改大撬筒为小撬筒，实行小

窝点播，达到全田密，株间稀，分布均

匀，称为“小窝疏株密植技术”。小窝疏

株密植能使小麦个体和群体协调发

展，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在四川盆地

内寡日照的情况下，发挥了显著增产

作用。各地还因地制宜地采用了条沟

点播、砍沟点播和连窝点播等播种方

式，努力创造适应本地自然特点的小

麦合理群体结构，提高了小麦单产。

(三)扩大间套复种

四川以两熟制为主，水田种麦与

水稻轮作，旱地种麦与玉米、红苕、豆

类、棉花等轮作。70 年代以来，随着冬

水田改造为两季田的增加，水田实行

“小麦一水稻”两熟制的面积逐年扩

大。为了提高旱地利用率，解决旱地大

春早茬口问题，推广小麦带状种植，

“预留空行”不种或种一季短期作物

(如胡豆、豌豆、蔬菜、绿肥)，次年春及

早收割短期作物，及时种玉米、红苕、

棉花等大春作物。以小麦为主的多熟

种植方式很多，比较普遍的如“小麦一

中稻”、“小麦一玉米”、“小麦一红苕”、

“小麦一高粱间红苕”、“小麦一玉米间

红苕”等，特别是“小麦—玉米—红苕”

三熟套作，称为“旱三熟”，受到群众欢

迎，在丘陵区推广面积最大。80 年代

四川小麦种植面积能增加到3 000 万

亩，在耕地的有限情况下，间套复种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四)改进施肥技术

传统农业有重大春轻小春的偏

向，小麦施肥少，且习惯于轻底肥重追

肥，有的根本不施底肥，点白水麦子。

建国后，一方面提倡养猪积肥，广积农

家肥，一方面化肥日益增多，有条件推

广麦田重施底肥，施好拔节肥。80 年

代推行“以有机肥为主，迟速配合，氮

磷钾三要素配合，底肥用量占60 % 以

上”的施肥原则。经过多年示范推广，

多数地方普及了重施底肥，早施追肥

(又叫“三叶肥”)，看苗补施拔节肥的

科学施肥法。有的地方还采用“一道清

施肥法”，把全部肥料作底肥，一次施

用。80 年代初期，应用土壤普查成果，

根据土壤情况，推广“配方施肥”。

三、分布

四川小麦种植分冬播和春播两

种，以冬播为主，冬播小麦占全省小麦

面积的95 % 以上。春播小麦主要在川

西高原的甘孜、阿坝两自治州，面积很



小。四川的冬小麦绝大部分在1 月中

下旬开始拔节，经过60 天左右开始抽

穗。抽穗后3～5 天开始开花，从开花

到成熟约经过45～50 天。从播种到成

熟，需要190～200 天，要求0℃以上活

动积温最低指标为1 800℃。低于此数

将推迟成熟或产量很低。小麦在微酸

性、微碱性土壤中都能生长，最适宜的

土壤为中性土，p H 值为6．8～7。

根据生态条件、耕作栽培制度，省

农业区划把四川小麦分布分为6 个

区。

(一)盆西平原麦区

本区基本在川西平原范围以内，

地势平坦，约有耕地1 200 万亩，稻田

占耕地的75 % ，稻田多为两季田，两季

田占稻田的90 % 以上。耕地中平坝占

50 % 以上，土壤肥沃，大部分是冲积

土，肥力水平高，气温适中，是全省最

适宜的小麦产区。保灌面积约占70 % ，

良种面积、施肥水平、灌溉面积均居全

省首位，是四川小麦的高产区。本区约

有100 万亩湿冷瘦的下湿漕田，土壤

缺钾，需增施钾肥。部分台地黄壤含磷

低，需增施磷肥。1985 年，种植小麦

389 万亩，总产108 万吨，占全省小麦

产量17．26 % 。亩产277．5 公斤，高于

其他各区水平。

(二)盆中浅丘麦区

本区有耕地300 万亩，田少土多，

田占45 % ，土占55 % 。区内丘陵广布，

间有少量低山平坝，多数地方馒头山

绵延不断，旱坡也分布较多，土高水

低，蓄水条件差。土壤多呈中性或微碱

性反应，为中氮、中磷、高钾型。本区热

量充足，日照较长，但雨量较少，且季

节分布不匀，小麦生长期中降雨较少，

一般为100～200 毫米。旱地小麦约占

70 % ～80 % 。多数无水利灌溉，干旱对

小麦生长影响最大。本区小麦面积最

多，面积和总产均居全省首位。

(三)盆东南丘陵麦区

本区有耕地2 800 万亩，田多土

少，田约占60 % ，土约占40 % 。冬水田

最多，占稻田的一半以上。南部多为浅

丘宽谷地形，土质砂，酸度大。稻田多

烂泥田，土壤中含氮磷钾均属中下水

平。东部为平行岭谷区，氮不足，磷较

缺，钾较丰，热量则优于盆地内各区，

小麦生长期雨水分布较好。本区最大

缺点病害重，影响亩产提高。部分漕沟

田地下水位高，湿害较重。

(四)盆周边缘山地麦区

本区有耕地1 700 多万亩，田少

土多，田占35 % ，土占65 % 。本区地处

盆地边缘，多高山深谷。稻田中冬水

田、冬炕田、冬闲田较多。旱地多坡地，

坡陡土薄。区内各县热量条件差异较

大，但能基本满足小麦生长发育需要，

日照较少。东南部山区春雨多，西北部

山区春旱较重。土壤属中氮、中磷、高

钾型，为酸性土，pH 值在6．4 左右。本

区山高坡陡，土壤瘠薄，气温较低，小

麦生长的自然条件较差，交通又不方



便，耕作粗放，施肥水平也低。

(五)川西南山地麦区

本区有耕地579 万亩，土多田少，

田占26 % ，土占74 % 。本区地势起伏较

大，耕地多分布在1 000～3 000 米的

中山低山地带，冬暖夏凉，干湿季节分

明，日照较多，年达2 000～ 2 800 小

时。小麦生长季节正值干旱，降水量不

过30～70 毫米，而且冬季气温高，蒸

发量大，偶尔还有干热风，不利小麦生

长。小麦面积较少。

(六)川西北高原春麦冬麦区

本 区有耕地264 万亩，99 % 以上

是旱地。地势高，相对高差很大，气温

低，热量呈垂直变化。海拔2 800～

4 000米地带，年均温2～7℃，无霜期

60～90 天，属春小麦区。海拔2 800米

以下地带，年均温8～15℃，可种春小

麦，也可种冬小麦。本区水利条件差，

耕作十分粗放，普遍实行浅耕撒播，品

种退化严重，基本不搞田间管理，草害

严重。

1985 年四川省小麦分布情况表



第二节 大麦、青稞、燕麦生产

一、大麦的生产和分布

现代栽培大麦是在天然杂交或人

工的干预下，从野生二棱大麦到野生

瓶形大麦，再到野生六棱大麦逐步演

变而来，而野生二棱大麦除在川藏高

原上发现外，尚未在其他地方发现。这

清楚地证实了大麦是中国古老作物之

一，川藏高原是它的发源地。古籍中也

有不少关于大麦的记述，《诗经》中有

“贻我来牟”的诗句，“牟”指大麦。《三

农纪》中指出大麦用途广泛，“众禾未

熟而先熟，为谷之长，故得大名”。

民国时期，四川大麦面积常年为

600 多万亩，产量为1 400 万担。1931

～1934 年，四川大麦面积分别为709、

704、771、957 万亩，呈增长趋势。产量

分别为1 918、2 092、2 000、1 866 万

担。常年全省平均亩产92．5 公斤。大

麦用途广泛，早熟耐瘠，农家乐意种

植。1936 年省农改所《四川农情报告》

称大麦食用占35 % ，饲料占46 % ，留作

种籽占9 % ，其他用途占10 % 。



建国后，四川大麦种植面积逐年

减少。1952 年全省大麦面积为435 万

亩，1967 年降为183 万亩，以后各年徘

徊于100～200 万亩之间。到1985 年降

为104 万亩，为36 年来最少的一年。大

麦亩产变化不大，1977 年以前，一直

在100 公斤以下徘徊，1982 年开始上

升到156 公斤，1985 年又提高到194

公斤。总产量升降幅度较大，在36 年

中，最高年(1956 年)为28．5 万吨，最

低年为9．5 万吨(1968 年)，1985 年为

20 万吨。大麦生产下降，主要是亩产

低，作饲料又不如高产的玉米。兼之小

麦需求量日益增加，农民生产小麦比

生产大麦的经济效益高，大麦面积逐

步被挤掉。80 年代，四川啤酒生产发

展迅猛，需要大麦作原料，引进推广了

一些适宜作啤酒原料的二棱大麦品

种。如早熟3 号、浙农大3 号、盐辐矮早

3 等。省内科研单位也选育了一些啤

酒大麦品种，如潼麦1 号。1985 年，全

省啤酒大麦面积达30 多万亩，缓解了

啤酒大麦供需矛盾，但不少啤酒厂家

因外省购价低，多从外省购入大麦作

原料。四川大麦种植面积仍呈下降趋

势。

四川大麦多数县都有种植，主要

集中在德阳市、达县地区、重庆市、遂

宁市、凉山州、成都市。1985 年，种植

面积最大的是绵阳市27．2 万亩，最少

的是雅安地区仅150 亩；亩产最高的

是德阳市252 公斤，最低的是渡口市

4 5．5 公 斤。

二、青稞的生产和分布

青稞是藏族人民的重要粮食。用

青稞粉加酥油、茶水和香料调制成的

一种方便食品——糌粑，香细可口。青

稞是大麦的一种。属于无稃大麦，又称

裸大麦。

青稞相当耐寒，生长期短，适于高

原栽培。阿坝、甘孜两州盛产青稞，栽

培历史悠久。据《三农纪》记载，清代已

开始种植。凉山州部分高寒山地，也有

青稞种植。于3～4月播种，7～9月收

割。

建国后，政府尊重兄弟民族的生

活习惯，努力增加糌粑原料，因青稞单

产太低，70 年代从西藏引进肥麦，但

生长期长达300 多天，产量虽高，品质

粗劣，可口性远不如青稞，不受藏民欢

迎。

青稞在甘孜、阿坝两州品种混杂

退化，耕作粗放，以撒播为主，施肥水

平低，草、病为害严重，亩产50 公斤左

右。60 年代后期推广机器条播，增产

显著。亩产75 公斤上下，高的有100 公
斤。

青稞品种繁多，甘孜州栽培品种

有马热、昂波、劣嗄、扎热、安么、色查、

干加、岷县青稞、乾宁青稞等。阿坝州

自青海省引进的地方良种肚里黄，产

量较高。

1985 年，全省种青稞68 万亩，甘



孜州占44 万亩，阿坝州占23 万亩，亩

产分别为141 公斤和135 公斤。两州共

产9．31 万吨，人均占有70 多公斤。

三、燕麦的生产和分布

中国栽培燕麦的重点在内蒙古，

面积、产量均占全国50 % 左右。1947

年，四川种植燕麦64 万亩，亩产82 公

斤，总产量5．25 万吨。

四川燕麦主要在凉山州种植，历

史悠久。分布在海拔2 500 米以上的

高寒山区。凉山彝族人民视为珍贵细

粮。有较高营养，味芳香，多制作成糊

状食品或烙制成馍，老少喜爱。

在凉山州，燕麦可秋播，也可春

播。低海拔地区2～3 月下种，秋季收

获。高海拔地区在8月播种，次年秋季

收获。多播在瘦薄地、轮息地、生荒地

上。既不中耕除草，也不施用肥料，亩

产35～40 公斤。肥沃地种燕麦，易徒

长，株高1．5 米左右，易倒伏，导致无

收。

建国后，燕麦没有大的发展。1985

年，全省种植面积为23 万亩，总产2．1

万吨，平均亩产92 公斤。凉山州种植

22 万亩，占全省面积96 % ，平均亩产

93 公斤。

70 年代曾在四川南部山区试种

多倍体小黑麦。由于秆高，易倒伏，产

量不稳定，至今仍局限于川南小部分

地方种植，面积不大。



第一节 生 产

玉米又称为“玉麦”、“御麦”、“玉

蜀黍”、“包谷”、“番麦”。原产墨西哥，

15 世纪末，由葡萄牙人传至爪哇，一

路经印度、缅甸传到中国西南地区；一

路经菲律宾传至中国东南福建。金陵

大学教授万国鼎的《五谷史话》中记

载，1686 年玉米传入四川。光绪版《奉

节县志》说：“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

书不载，乾嘉以来，渐有此物，今则栽

种遍野。”说明玉米在四川种植历史不

过300 年左右，在粮食四大作物中它

属于最年轻的。

民国时期，四川玉米的面积和产

量起伏不定，面积最大时达1 300 多

万亩，最少时900 多万亩；产量高的年

份130 多万吨，低的年份只有55 万吨；

亩产则在50～100 公斤之间徘徊。当

时有专家分析“玉米面积与水稻面积

互为增减。雨水适宜，则水稻面积增

加，若遇干旱，水稻不能大量栽插，则

增加玉米面积”。1931～1935 年，玉米

年平均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1 % 。其

用途人食占48 % ，饲料占34 % ，还可酿

酒。

四川玉米的商品量，30 年代中

期，仅次于大米和稻谷。

建国后，由于四川旱地较多，在粮

食生产计划中玉米占有重要地位。

1952 年，农业部召开全国玉米工作座

谈会，制定了《玉米改良计划》。四川开

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良种评选活动，

推广去雄授粉选种和人工辅助授粉工

作。评选出一批优良地方品种，又从省

外引进金皇后、辽东白等品种，都比当

地农家种增产10 % 以上。其中金皇后

增产特别显著，50 年代最高年推广到

50 多万亩。去雄选种和人工辅助授粉

两项技术，据试验和农民实践结果，均



可增产8 %左右。针对农民种稀大窝、

不追肥、不重视防病治虫的旧习，推广

双株密植，提高种植密度；毒饵诱杀，

人工捕捉，控制地下害虫为害；诱蛾产

卵，捕杀卵块，控制粘虫为害。在1958

年以前，玉米面积一直在2 000 万亩

以上，1958 年产量达198 万吨。但后来

受“少种、高产、多收”的限制，大肆削

减玉米种植面积，全省由1958 年的

2 111万亩压缩到1959 年的1 702万

亩，削 减 了409 万 亩。以后 多年 在

1 900万亩左右徘徊。总产在三年困难

期间大幅度下降，最低的一年(1961

年)降到86 万吨，比1958 年的198 万

吨减少112 万吨。当时在瞎指挥的影

响下，不顾玉米品种特性和生产条件，

一些地方盲目推广玉米混播，造成严

重减产。

1962 年以后，在“尽力提高粮食

单位面积产量”的方针指导下，大力推

广杂交玉米，省内又陆续选育出一批

优良杂交组合，并引进维尔156、威斯

康辛等杂交种。到1965 年，推广杂交

玉米出现高潮，全省玉米亩产提高到

114 公斤，成为建国以来四川最高的

玉米亩产。1966 年“文革”开始，杂交

种子生产受到影响，搞队队制种，隔离

不安全，去雄不及时，亲本纯度低，制

种质量差。从1967 年起杂交玉米面积

锐减。

1969 年，四川开始改革旱地耕作

制度，逐步形成了“玉米三改”的措施：

改夏玉米为春玉米；改良品种推广杂

交玉米；改直播为育苗移栽。“三改”为

四川玉米生产奠定了高产基础。从

1970 年起，面积回升到2 000 万亩以

上。配合“三改”，又进一步形成了“早

播、带植、杂交种；密植、抓苗、攻穗肥”

的抗灾夺丰收的关键技术措施。带状

种植不断发展，1978 年达1 000 万亩

以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粮

食大幅度增产，玉米作为口粮消费减

少，而作为饲料和酿酒原料大增，增产

玉米成为社会客观要求。1979 年玉米

产量突破500 万吨，促进了生猪和酿

酒业的发展。

进入80 年代，各地普及杂交良

种，坚持用一代种，继续推广分带间套

轮作。推广适时早播，育苗移栽。这是

玉米栽培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促

进了玉米单产的提高。从1980 年起，

突破了四川玉米长期低而不稳的局

面。1985 年亩产达到243．5 公斤，总产

578 万吨。但与中国北方和世界玉米

生产先进国家相比，四川玉米增产潜

力仍然很大。



1949～ 19 85 年 四 川 省 玉 米 面 积 和 产 量 表

第二节 分 布

玉米植株高大，根系发达，适宜在

土层深厚、p H 值5．5～ 7 的土壤中生

长。玉米需水量比水稻少，春玉米每亩

需水总量为199～244 立方米，夏玉米



每亩需水总量124～140 立方米。玉米

是喜温作物，早熟、中熟、迟熟品种所

需积温不同，要求温度大于和 等于

10℃的，积温2 000～2 800℃。种子发

芽的正常温度为10～12℃。苗期适宜

温度为25～28℃。结实成熟的适宜温

度为16～25℃。出苗后在每天8～12

小时的日照下，能正常生长发育，在强

光条件下，生长健壮，产量较高。

四川自 然条件优越，绝大部分地

区均适于玉米的生长发育，所以玉米

栽培分布很广。北至阿坝州的南坪，南

至凉山州的会理，东至万县地区的巫

山，西迄甘孜州的巴塘；从海拔100 米

的长江河谷到 海拔2 800 多米的高

山，均可种植。个别地方(如马尔康的

木尔宗)最高种到3 000 米以上。1985

年全省205 个县、市、区中，仅有阿坝、

若尔盖、红原、炉霍、甘孜、德格、道孚、

新龙、白玉、石渠、色达等11 个县不种

玉米，种玉米的县194 个。

按照省农业资源与区划的规划，

四川玉米生产分为以下5 个区：

一、盆东南丘陵春玉米区

本区热量资源丰富，无霜期长，春

季气温回升快，春雨早。多数土层深

厚，耕作制度以“小麦、玉米、红苕”一

年三熟为主，但伏旱威胁严重。建国

后，探索出改夏播为春播，躲过伏旱，

避免为害玉米扬花授粉。1985 年种玉

米678 万亩，占全省玉米面积28．5 % ；

产 玉米165 万 吨，占 全省玉米产 量

28．5 % ；平均亩产243．5 公斤，占各区

亩产的第三位。

二、盆中浅丘春玉米区

本区丘陵起伏，土多田少，森林覆

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干旱频繁，雨

量相对较少。西部多春旱、夏旱；中部

春旱、夏旱、伏旱交错；东部多伏旱。近

年推广春播，小春实行预留空行，单产

提高较快，1985 年已达315 公斤，居5

个区的首位。1985 年全区种玉米460

万亩，占全省玉米面积19．4 % ；产玉米

145 万吨，占全省25．1 % 。

三、盆西北平丘春夏玉米区

本区丘陵平坝交错，气温回升较

迟，春、夏旱严重，6 月以后降雨量开

始增多，7～8月多暴雨，土层较厚，结

构优良。耕作制度以“小麦(或豌豆、胡

豆)、玉米、红苕”三熟制为主。1985 年

种 玉米275 万亩，占全 省玉米面 积

11．6 % ；产玉米75 万吨，占全省13 % ；

平均亩产272．5 公斤。

四、盆周边缘山地玉米区

本区山高坡陡，气候垂直差异明

显。低温、霜、冻、风雹、病虫等灾害比

较频繁。东南部春雨足，伏旱重；西北

部春旱、夏洪、冬春霜雪多；东北部多

伏旱秋霖；西部是全省多雨区，常有夏

洪秋霖，以低温阴雨为害最大。耕作制



度十分复杂，一年一熟玉米居多。在海

拔较低的地方，也有以玉米为主，实行

一年二熟或三熟的。1985 年种玉米

738 万亩，占全省31．1 % ；产玉米138

万吨，占全省23．9 % ；平均亩产187 公

斤。是全省玉米面积最大、亩产最低的

地区。

五、川西山地玉米区

区内半山以下地带，热量资源丰

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玉米生产。但

春季雨水稀少，4～5 月份高温多风，

玉米不能早播。1985 年种植玉米224

万亩，占全省9．4 % ；产玉米55 万吨，

占全省9．5 % ；平均亩产245．5 公斤。

1985 年四川省玉米分布情况表



第三节 技术改进

一、推广良种

建国前，四川玉米栽培品种为农

家品种，品类繁多，多年使用，严重混

杂退化。农家品种多为硬粒型，单产

低，大体有刺包谷、糯包谷、花包谷等

类别。民国前期，平丘地区使用的农家

种，可查考者有百日早、春谷早、大马

牙、刺包谷、南充秋子、龙门大心等。山

区有乌龙早、野鸡啄、七匹叶、白玉米

等。

1936 年，省农改所建立后，所长

杨允奎开始研究玉米品种改进，在省

内搜集了大批硬粒型和半硬粒型种

籽。选育出一批具有地方种血缘的自

交系。1945 年配制成458、411、452、

404 等4 个双交种，比农家种分别增产

20 % 左右。但种植面积很小，这是四川

最早采用现代技术培育的玉米品种。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铭贤学校内

迁金堂县，从山西引入玉米高产品种

金皇后，40 年代在四川丘陵地区推

广，受到群众欢迎。

建国初期，四川一方面在省内开

展群众性的评选活动，选出金皇后、黄

马牙、大白马牙、二金黄、大金黄、大督

督等地方良种，并陆续育成金可、门可

等杂交玉米。一方面从国外引入门福

5 号等品种试种。

1962 年以后，省内农业科研单位

又先后选育出一批杂交种，如成双1

号、川农双交1 号、合玉1 号、金海等，

并引进维尔156、维尔42、威斯康辛、新

双1 号、新单1 号等在面上推广。到

1965 年，全省推广的各种杂交组合面



积约50 万亩，亩产大幅度提高。

1966 年“文革”开始，刚刚起步的

杂交玉米推广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但

育种、引种和试种、示范工作仍坚持进

行。从60 年代末起，四川又陆续育成

一批单交种、双交种、顶交种、三交种、

综合种，比较著名的有成单1 号、成顶

1 号、成单3 号、成单4 号等。在此期

间，还先后引入郑单2 号、恩单2 号等。

通过试种证明，单交种综合效益较高，

生产上使用的杂交玉米逐步向单交种

发展，成单1 号、新单1 号为当家种。

1973 年引入郑单2 号后，逐步取代了

成单1 号、新单1 号，形成以郑单2 号

为主体，成单1 号、新单1 号、成单3 号

一起推广的格局。由于杂交玉米增产

显著，而逐步发展。1975 年面积达532

万亩，创杂交玉米推广以来的最高纪

录，也是杂优利用的排头兵。当年全省

玉米单产比上年增加14 公斤。1980 年

前后，先后引进和育成中单2 号、73 单

交、金单1 号、丹玉6 号等，产量、品质、

抗病性、适应性均有所提高，迅速在面

上推广。80 年代虽然杂交组合仍然较

多，但主要集中在郑单2 号、中单2 号、

73 单交、金单1 号、丹玉6 号、成单4

号、获白×330 等几个组合上。由于这

批杂交组合表现好，全省杂交玉米面

积逐年扩大、单产提高。1978 年全省

面积突破1 000万亩，占玉米总面积的

40 % ，全省玉米单产达189 公斤。1980

年，杂交玉米面积扩大到1 700 万亩，

占玉米总面积的62．2 % ，已成为玉米

品种的主体，全省玉米单产达到224

公斤。5 个主推组合中，尤以中单2 号

表现突出，种植区域广、面积大、产量

高。1985 年面积达804 万亩，占整个杂

交玉米面积近一半。其他面积较大的

有73 单交174 万亩，成单4 号135 万

亩，获白×330 94 万亩，丹玉6 号70

万亩，成单6 号50 万亩，京杂6 号36 万

亩。

杂交玉米的推广和组合的更换，

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玉米产量的提高，

1970 年杂交玉米大面积推广前，全省

玉米单产128 公斤，总产268．5 万吨。

1985 年 杂交 玉米 占 玉米 总 面积 的

73．3 % ，单产提高91．4 % ，总产增 长

1．1 倍。

杂交玉米推广后，除部分山区外，

农家玉米品种逐步被淘汰，有的已经

绝迹，致使良种玉米资源减少，不利于

今后玉米育种工作。

二、改进种植制度

清代玉米引入四川时，多种于山

地，春种秋收，一年一熟。玉米以其适

应性强，产量高而逐步发展。清末，传

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玉米栽培开始

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土地利用率相

应提高。丘陵区有小春一玉米两熟制

和两季玉米。民国时期，在原有种植制



度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间、套作，在玉

米地内种黄豆，在红苕地内种玉米。

建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玉

米种植制度也不断改进，主要有以下

几种形式：

1971～ 1985 年 四 川 省 杂交 玉 米 面 积 表

(一)小春连作玉米

50 年代为增加粮食产量，普遍提

倡提高复种指数，减少冬闲地种玉米

一年一熟面积，基本改为小春种豆、小

麦、油菜，大春种玉米，一年两熟。玉米

一般为净作。60 年代起，除原山区玉

米地内间作种黄豆外，两熟玉米亦间

作黄豆、红苕、花生等作物，玉米净作

日益减少。1977 年净作玉米面积仅占

玉米总面积的25．4 % ，1985 年进一步

减少到16．4 % 。

(二)小麦套玉米套红苕一年三熟

50 年代末，丘陵地区开始推行

麦、玉、苕三熟制，推行前小麦为净作。



小麦收后种玉米，以后套红苕，但因玉

米播种迟，产量不稳不高，玉米收获迟

又影响红苕产量。60 年代开始放宽小

麦行距，适时穿林播种玉米，解决了玉

米迟播问题，但因小麦行距小，玉米苗

期往往受小麦阴蔽而成弱苗，甚至因

其生期过长而造成老苗。70 年代后，

阆中县沙溪公社在科技人员的帮助

下，对麦、玉、苕三熟制进行了重大改

革，实行分带种植方式。小麦按2．75～

3 米开厢，一半种小麦，一半作大春玉

米的预留行，冬季改土或种植短期绿

肥、饲料、蔬菜，收后适时种植春玉米，

小麦收后提垅套栽红苕，从而形成较

完善的麦、玉、苕三熟制。这种形式，玉

米、红苕均能适时早播、早栽、高产、稳

产，小麦虽然播种面积减少50 % ，但利

用了更多的边际优势，小麦能收原产

量的70 % ，全年粮食总产量一般比原

来连作每亩增产100 公斤左右，而且

冬季预留行的利用还可培肥土壤，提

高地力。1973 年，省革委在阆中县召

开现场会，推广沙溪公社种植麦、玉、

苕三熟制的经验。由于这个经验不需

增加太多投入，效益较高，且有利于缓

解夏收、夏种劳力和肥料打挤矛盾，故

较快地在大面积上推开。1982 年，全

省此类耕作制为1 074 万亩，占玉米

总面积的39．8 % 。主要分布在南充、内

江、绵阳、达县四地区，江津、万县、重

庆三地市次之。麦、玉、苕三熟制推行

后，使长期低产的旱地，全年粮食产量

超过了冬水田的产量，还涌现了不少

大面积亩产超过500 公斤的典型。

推广过程中科技部门又专门列题

研究，对带宽、行比、三季作物的品种

搭配进行完善，形成小麦、玉米各走各

的路，并由麦、玉、苕三熟制发展到包

括经济作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三熟

制。麦、玉、苕三熟制以后推广到南方

许多省、区。1983 年获农牧渔业部技

术改进一等奖。

(三)小麦套玉米连作水稻

在旱地麦、玉、苕三熟制的启示

下，70 年代，部分两季田小麦也实行

带状种植，春季套作春玉米，玉米收后

连作晚稻，这种形式广汉县面积较大。

后因杂交稻的推广，麦、稻连作产量提

高，小麦套玉米连作晚稻因投入大、相

对效益低而逐渐被淘汰。

(四)冬闲地玉米一年一熟

在高山地区部分陡坡瘠地一直沿

用冬闲地玉米一年一熟制。50～60 年

代推广玉米间黄豆，70 年代推广冬闲

地种春洋芋套玉米或春玉米套秋洋

芋。一熟面积不断减少。

三、栽培技术的演进

晚清种植玉米，其选种办法，清代

陈启谦《农话》载：“采种于丰收之田，

择完好之穗十分成熟者，去其首尾，采

中部之粒藏之。”有用盐水、木灰水选



种的，有用青矾水浸种的。也有“玉米

种之既久，收获渐不如前，即另换新

种”的。在栽培技术上《三农纪》说：玉

米“三月点播，每棵须三尺许，种二三

粒，苗出六七寸，一耨其草，去其苗弱者，

留壮者一株”。《农话》说：“下种时用牛

马粪、猪粪、鸟粪一大握，和种子并纳

穴中。”田间管理已有“发芽后，去细弱

者，择肥壮之秆留之”。出苗后，“用锄

松土，去草约二次或四次，至开花乃

已”。民国时期，玉米栽培技术多因袭

清代。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玉米除对

品种培育上作了一些改进，在栽培技

术上仍沿用传统经验。

建国后，四川玉米的栽培技术在

总结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中

外先进科学技术，有了长足发展。

(一)推广追肥、密植、治虫技术

50 年代初期，四川种植玉米，因

袭旧习，用肥量少质差，种植密度偏稀

(每亩2 000 株左右)，不重视病虫防

治。省人民政府号召推广“追肥三攻、

双株密植、防治病虫”三大技术。在生

长期中追肥3次，攻秆、攻穗、攻粒。因

地制宜地推广密植，平丘地区亩植

3 000～ 3 200株，山区 2 800～ 3 000

株。推广毒饵诱杀、人工捕捉、驱避地

下害虫。“三大技术”一直沿用到80 年

代，具体内容则随时间的推移有改进

和提高，使用也越来越普及。

(二)育苗移栽

四川种植玉米，历来采用直播。种

子浪费大，匀苗定苗费工。遇上干旱或

虫害缺苗严重，补种困难。50 年代初，

西康省天全县始阳乡农民搞育苗移

栽、定向栽培，产量比当地直播的增产

15 % 以上。60 年代中期，南充地区在

火花公社试验田中搞育苗移栽，取得

好成绩。1973 年，广安县农场继续试

种，亩产玉米305 公斤，比直播的增长

29．5 % 。育苗移栽能做到苗全苗齐，植

株矮健，每亩可多植500 株左右，根系

发达，有利抗倒，还可节省一半种子。

育苗方式有方格育苗、平床育苗。1980

年，奉节县改进育苗技术，用营养坨育

苗，创造了“营养坨提前盖膜育苗移

栽”的经验。1981 年全县推广1．2 万

亩，1982 年上升到13 万亩，占全县玉

米面积34 % ，玉米平均亩产由70 年代

100 多公斤提高到266 公斤。营养坨育

苗移栽用肥集中，苗龄弹性大，可分期

移栽，植株矮健，有利抗倒，节约用种，

每亩只需1 公斤精选种子。1981 年，省

政府在万县召开全省山区生产会议，

总结推广了玉米育苗移栽经验，不少

地方相继推行。宝兴县1982 年示范80

亩，在900～2 500 米海拔的生产队获

得平均每亩287．5 公斤的高产。1983

年，全省推广玉米育苗移栽已达340

万亩。有的地方在小春预留行中直播

玉米的，也改用了育苗移栽。



(三)推广“隔行去雄，辅助授粉”

玉米常有秃顶缺粒现象。为了弥

补这一生理缺陷，有的地方采取隔行

去雄、人工辅助授粉技术。50 年代未

广泛应用。70 年代南充地区积极推

广。到1984 年，全地区推广了20 万亩。

据西充县晋兴乡农科站试验，剪雄授

粉的亩产382 公斤，比不剪雄授粉的

增产7．8 % 。由于操作费工，采用不甚

普遍。

(四)推行抗灾高产综合栽培技术

70 年代末期起，为了扭转玉米亩

产长期徘徊的局面，立足抗灾夺丰收，

推广“早种、带植、杂交种；密植、抓苗、

攻穗肥”的一整套技术措施。四川玉米

单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土壤条件

较差外，主要原因是60 % 左右的玉米

面积受到伏旱或夏旱威胁。首先，必须

适时早播才能充分利用四川春末夏初

的有利气候条件，避开伏旱、夏旱。伏

旱区春分前后播种，伏旱到来前收获；

夏旱区或伏旱夏旱交错的地方，推广

早夏播，在清明、谷雨间播种，孕穗开

花避开夏旱，灌浆期避开伏旱。直播玉

米，育预备苗，供补缺或换苗补栽。其

次，推广带状种植。小春播种，即预留

较宽空行，适时播种玉米，实现三熟三

高产，全年粮食亩产高的可达到600～

800 公斤。第三，杂交种当家，关键是

组合对路。第四，改土打基础，保水又

保肥。从根本上改变玉米生产条件。有

的搞大窝聚土，每亩挖600 窝，窝深

0．75 米。叙永县坛厂公社海拔1 500

米，1977 年种517 亩大窝聚土，亩产玉

米400 公斤。第五，抓苗攻穗夺丰收。

夏播玉米虫害重，不少地方缺苗率高

达20 % ～30 % ，群众采取早匀苗、早定

苗、早补缺、勤查虫情、适时防治。穿林

早播的玉米，抢在小麦收获前追肥，保

证苗齐苗全苗壮。

(五)地膜覆盖栽培

四川于1978 年引进地膜，当时仅

用于蔬菜栽培。1984 年，石柱县从湖

北利川县学习了地膜栽培玉米技术，

回县后把杂交玉米、地膜覆盖、配方施

肥、科学管理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山区

玉米丰产的综合技术。1985 年试种

220 亩，平均亩产329 公斤，比老办法

种植的净增247 公斤。当年，玉米地膜

覆盖栽培扩展到巫山、峨边、马边等山

区县，全省面积共9 300 亩。



第一节 红苕生产

一、生产演变

红苕又称“番薯”、“甘薯”。原产中

美洲墨西哥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地区。

16世纪引入中国。引入四川的最早记

载见雍正版《四川通志》：“雍正十一年

(1733 年)甘薯已传入四川。”《江津县

志》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 年)广东

人曾受一任江津知事，从广东带来红

苕种，教民种植。红苕引入四川后，由

于繁殖力强，产量高，营养丰富，农民

欢迎，很快得以传播。1786 年，清代把

红苕作为“救荒作物”。四川省许多州

县大量种植红苕，嘉庆、道光期间普及

全省，成为四川人民的主要口粮之一。

民国以后，旱地多的地方，红苕、

玉米是农民的主要口粮。产量最盛之

区，首推川北，其次川南、川东、川西。

据民国中后期的统计，四川红苕

面积总趋势是上升的。1931 年全川红

苕 面 积582．5 万 亩，1938 年 扩 大 到

1 288．3万亩。几年之后，又下降为800

～900 万亩。面积、亩产变化较大。鲜

苕亩产最多年份不过450 多公斤，最

低年份只有200 多公斤。贮藏期间常

发生软腐病，严重的腐烂率高达70 %

以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红苕一直

是丘陵山区群众的“半年粮”。党和政

府对于发展红苕生产采取了积极措

施，力争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产

量。田少土多的丘陵和山区发展红苕

生产，实行种植业、养殖业相结合。50

年代初期，全省红苕种植面积突破历

史水平，达到1 700～1 800 万亩。50

年代后期到60 年代初超过2 000 万

亩，最多的1958 年突破2 703 万亩，总



产高达379 万吨(按5 斤鲜苕折1 斤原

粮计，以下同)。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红苕栽插面积

亦大大缩小，总产、单产趋于低谷。“文

革”中，红苕面积降到2 000 万亩以

下，总产徘徊于300～350 万吨。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商品经济

发展，省委和省政府针对四川农业特

点，进一步狠抓红苕生产。总结推广了

“早栽、厚土、堆堆苕、良种、施肥、高温

窖”红苕抗旱高产一条龙经验，对发展

红苕生产起了不少推动作用。70 年代

末80 年代初，四川连续干旱，省委号

召“水路不通走旱路”，广种旱粮红苕、

玉米，先发制旱，对红苕生产又是一大

推动。1978 年，红苕面积恢复到2 352

万亩，总产量突破500 万吨，创历史新

记录。

四川农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后，以红苕作口粮的日趋减少。加以耕

地缩减，其他作物挤占面积，红苕面积

和产量日趋下降。

1931～1947 年 四川 红苕面 积和 产 量表



1952～1985 年四川省红苕面积和产量表

二、改进栽培技术

清代、民国时期，红苕生产向来采

用育苗移栽。1750 年陆跃著录的《甘

薯录》说：“俟蔓生既盛，苗长一丈，留

二尺作老茎，余剪三节为段，掩入土

中。每栽苗相距一尺，大约二分入土，

一分留外，即又生蔓，随长随剪随种随

生。”红苕繁殖分有性、无性两种。四川

红苕一般不能开花结子，故除育种外，

生产上均采用无性繁殖方法。在栽培

上，栽插方式一般采用起垄作畦，栽插

红苕。《三农纪》说，种甘薯“宜高土沙

地，熟耕，以土起畦，作垄二三尺，以根

栽脊间。遇旱，汲浇以水，遇涝，急引沟

水。苗蔓延垄，加土粪掩之，每生薯

根”。历代都比较重视红苕栽插要理



厢。栽插技术也在演变发展，《群芳

谱》有“直插法”，《农政全书》有“波状

插法”，《金薯传习录》有“斜插法”，《农

话》有“船底插法”。这些栽插方法，有

的至今仍在沿用。

红苕翻蔓技术由来已久。《齐民要

术》说：“蔓缘塍，隔三、五日即翻覆辫

之，毋令着土生丝根，致瘦芋本。”《金

薯传习录》说：“若雨多，则将蔓缀町

上，毋令浮根布地。”《双溪物产疏》

(1814 年)说：“蔓须隔日一翻，否则根

多而实小。”清代人对红苕翻蔓技术都

持肯定态度。1938～1939 年省农改所
试验，证明翻蔓有害，多翻早翻减产更

甚。80 年代以后，农民基本不搞翻蔓。

红苕留种，一般选留薯块作种，也

有用藤蔓作种的。《群芳谱》说：“于八

月中拣近根老藤七、八寸长，每七、八

根作一小束。耕地作畦，将藤束栽畦

内，如栽韭菜法。过月余，每条下生小

卵如蒜头状，冬月畏寒，稍用草覆盖，

至来春分种。”这和70 年代四川推广

的“苕尖越冬作种”相似。苕块留种，掘

薯块要“拣近根先生者，勿令损伤”的

作种。

清代民间种薯，重视施用基肥。

《三农纪》说：“壅宜大粪，春分后下种，

若非沙地，须柴灰和牛马粪入土中，使

土脉散缓。”贮藏苕种，“八月拣近根卵

坚实者阴干，以软草裹之，置无风和暖

处，勿令冰冻”。明确种薯越冬必须保

暖防冻。何时收薯块最适宜，《群芳

谱》说：甘薯“卵八、九月(旧历)始生，

冬至乃止。始生便可食。若未须者勿

顿掘，令居土中，日渐大，至冬至须尽

掘出，否则败烂。”《金薯传习录》也说：

“冬至当掘尽，不尽亦不能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农业科技界始

注意到红苕品种的选育。1936 年，省

稻作改进所向省内主产红苕县征集了

36 个品种，进行观察和试验。1940 年，

省农改所引入南瑞苕，经过繁殖、观

察、鉴定、试种、推广，成为四川红苕生

产的主要当家品种，产量、质量提高了

一大步。

建国后，四川红苕生产不仅栽培

面积有突破，而且栽培技术日趋完善。

(一)新法育苗，早栽避旱

只要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8℃以

上，栽插愈早，产量愈高。据试验，芒种

栽苕是四川红苕产量变化的转折点。

芒种后迟栽一天，平均减产4 % ，最迟

不能超过夏至栽苕。为了实现早栽，改

进了育苗技术：

一是薯块温床育苗。有用塑料薄

膜温床的，有用酿热物温床的，有用火

炕温床的，还有用太阳贮温床的。据

1979 年记载，全省酿热物温床85 万 。

个，实栽面积255 万亩；火炕温床24．9

万个，实栽面积85 万亩；太阳贮温床

19．8 万个，实栽面积55 万亩；塑料薄

膜温床243 万个，实栽面积420 万亩。

温床育苗能提早出苗，节省种薯70％

～80 % 。



二是苕尖越冬作种。能提早栽插，

结苕早，产量高，节约苕母地。荒坡、隙

地、院坝都可作为苗床，有利于防止黑

斑病、毒素病。苕尖越冬作种最早由巫

山县大昌公社于1972 年试验成功，经

过3 年的反复试验，1974 年全公社

60 % 的苕地均用越冬苕尖作种，获得

及时剪藤栽插，红苕产量比上年平均

亩产提高65 %。1976 年，在南充召开

全省苕尖越冬作种会议，肯定苕尖越

冬作种是红苕增产的一项新技术。在

大昌公社开办了训练班，当年9 个地

市共做苗床130 万个，栽苕尖12．9 亿

株，普遍获得成功。1977 年全省共推

广苗床150 万个，实栽面积285 万亩。

以内江、绵阳、南充三地区最多。由于

越冬温度不好控制，管理麻烦，1985

年仅有个别地方仍在采用。70 年代

末，万县、绵阳、宜宾地区采取“挡尖繁

枝”技术，把生长繁茂的苕藤尖压入土

中，生根长薯，增加产量。

苕苗扦插方式，实践证明以“浅栽

平插”最好。群众说：“深栽芋子，浅栽

姜，红苕栽在土皮上。”

(二)抽厢传土，加厚土层

四川红苕地约有1／4的面积是山

坡薄土，栽苕不倒藤，产量很低。川东

部分地方有栽“板板苕”的习惯。不起

垄，鲜苕亩产难超500 公斤。50 年代

末，针对红苕地土层薄，实行抽厢传

土，加厚土层。营山、三台、南部等县把

薄土收拢来，作成底宽2～2．5 米，厢

高0．6～0．75 米，顶宽0．75～1 米的大

厢，栽双行红苕。大厢红苕能增强抗旱

力，有明显的增产效果。高县、资中、营

山等县在土层薄的地方，聚土成堆，每

堆栽三四根苕苗，亩栽六七十堆，亩产

可超过不聚土的红苕，但由于较费工，

面积逐渐减少。推广“旱地三熟制”后，

一些地方采取在麦苕带起独仑大垄双

行密植的办法。有的采取横向作垄的

办法，农民叫“挖楼梯埂”栽苕，有利红

苕高产。

(三)推广良种，提纯复壮

建国后，四川栽培面积较大的红

苕良种有红皮早、573－13、红旗1－4

号、胜利百号、59－811、南瑞苕、华北

117、67－8，以及农大红、遂宁3 号、宿

芋1 号、川薯27 号、徐薯18 等。

南瑞苕是晚熟短蔓型品种，薯块

呈纺锤形，表皮黄色，内质橙红，在四

川栽培年代最长，品质优良，产量高，

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由省农改

所薯类专家杨鸿祖于1940 年从美国

引入四川，1950 年以后，由于人民政

府的重视逐渐在四川普及推广。1973

年推广到886 万亩，主要在达县、乐山

地区栽植。1981 年栽培面积下降为

269 万亩，仅次于胜利百号。但薯块退

化变小，品质仍然优异，单产却不及胜

利百号。1984 年南瑞苕面积仅有184

万亩，已为胜利百号所取代。

胜利百号在四川栽培历史仅次于

南瑞苕。1947 年自台湾引入。1952 年



以后，逐步推广。它是一种早熟中蔓型

品种，蔓块纺缍形，表皮深红，肉白黄

色。适应性强，耐黑斑病，但易感染病

毒病。干物质含量27 % ～30 % 。是四

川70～80 年代当家品种之一。1980

年，全省栽培面积最多，达514 万亩。

1981 年，减少为360 万亩。1982 年，又

上升为416 万亩。以后，逐步为徐薯

18、川薯27 取代。

川薯27 是四川省农科院1973 年

杂交育成。属中蔓型品种。薯块呈纺

缍形或不规则形，根眼较深，皮色淡

红，肉质呈黄色或橙黄色，味甜，结薯

较集中，发根早而多，耐旱耐寒力较

强，易感黑斑病。经省区试，平均亩产

鲜苕比胜利百号高出35．1 % ～53 % ，

藤叶平均亩产2～2．5 吨，为农区发展

猪只提供了饲料来源。1980 年，全省

推广面积36．4 万亩。之后面积逐年上

升，1984 年为239 万亩，1985 年为207

万亩。

徐薯18 于1977 年引入四川，在三

台县试种繁殖，1980 年省区试，比胜

利百号增 产30．8 % ，藤 叶平均 亩 产

2．18 吨。属中蔓型品种。薯块纺锤形

或圆柱形。薯皮紫红色，肉黄白色，根

眼浅，萌芽快。结薯集中，味淡甜，抗根

腐病及茎腐病，感黑斑病较重。1985

年全省种植342 万亩。

红苕良种的提纯复壮，采用栽苕

面积的1／7 建立种子田，采取“三去一

选”(去病苗、退化苗、杂苗，选择同一

品种)的提纯复壮措施。也有采用“单

块育苗，株系比较，混合留种”的办法，

生产原种。

(四)施足肥料，促分枝早结苕

四川民间传统技术，习惯红苕不

施肥或少施肥。从70 年代起，推行营

养团育苗。营养团中配备氮磷钾素肥

料，起到基肥作用。一些高产社队栽后

20 天左右追施少量氮肥，促使早封

埂、早结薯。70 年代，农业部门提倡搞

红苕丰产片，要求做到“一早二足三

化”，“早”是小满 前栽 插50 % 以 上；

“足”是肥料足，每亩施2．5～5 吨土杂

肥作底肥；“化”是良种化、新法育苗

化、大厢双行堆堆苕化。实施后，收到

良好效果。

(五)推广高温大屋窖，安全贮藏

鲜红苕

70 年代，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引进

华北农民创造的大屋窖，经改进推广。

1974 年，在巴县、合川、忠县三县采用

大屋窖贮藏36．5 吨鲜苕，次年开春出

窖，好苕率占98 % 以上(正常年景烂苕

20 % 以上，严重时高达50 % ～60 % )。

这种贮藏方法在合川等地试用成功，

很快就在川东地区普遍推广，短短数

年内扩散到全川产苕的社队。到1976

年，全省高温大屋窖已发展了32 770

个，可贮苕24 万吨。高温大屋窖由于

窖内经过升温处理，鲜苕伤口干疤愈

合，病菌难以入侵，抑制了苕块内黑斑

病发展。高温窖可一窖多用，春育苗，



夏养蚕，秋炕稻，冬贮苕。随着农村推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分户经

营，集体修建的大屋窖多被拆除解体。

应运而生的是平温窖。平温窖利用原

有的大屋窖、防空洞窖改建而成，适合

分户使用。1982 年，内江地区新建和

改建的平温窖已有6 万多个。平温窖

藏苕，烂苕率在5 % 以下。建造简便，山

地、竹林、院坝都可建窖。建造一口贮

藏3～3．5 吨鲜苕的平温窖，约需六七

个人工。

三、栽培制度的改进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红苕栽培基

本上整土净作。也有采用轮作制，与豆

类、玉米轮回种植的。从晚清起已有

“夏薯”、“秋薯”之分。夏薯于3月下旬

育苗，5月初栽插；秋薯7 月下旬栽插，

作为一季晚秋作物，面积和亩产均不

稳定。

50 年代初期，栽培红苕仍然净作

居多。也有在红苕地间作豆类、芝麻或

玉米的，之后推广在同一块地中高低

秆作物间种和套作。间种、套作目的在

增加播种面积，主要用小麦、玉米、红

苕三种作物进行间、套。1977 年全省

红苕面积2 095万亩，其中间、套面积

1 118万亩，净作面积977 万亩。1978

年全 省 红苕 面积2 352 万亩，套作

1 052万亩，间种503 万亩，净作797 万

亩。

另一种红苕三熟制为“豌豆(或胡

豆)、玉米、红苕”。其播种、收获时间与

“麦、玉、苕”三熟制基本相同，不过以

豌豆或胡豆代替小麦。它实行于海拔

较高、气温较低、土层瘠薄的深丘或山

地。1984 年全省共有154 万亩，1985

年为144 万亩。

红苕三熟制除上述两种外，尚有

“小麦、花生、红苕”、“洋芋、玉米、红

苕”、“饲料(绿肥)、花生、红苕”等，不

过面积较小，多的10 多万亩，少的则

数万亩不等。

小春连作红苕二熟制，类型不多。

据1982 年统计，“小麦、红苕”二熟制，

全省共计464 万亩；“豌豆、红苕”二熟

制226 万亩；“油菜、红苕”二熟制68 万

亩。二熟制面积变化较大，不稳定，

1984 年“小麦、红苕”制降为310 万亩；

“豌豆、红苕”制降为173 万亩，“油菜、

红苕”制降为63 万亩。1985 年“小麦、

红苕”制降为270 万亩；“豌豆(胡豆)、

红苕”制降为126 万亩；因油菜籽收购

提价，“油菜、红苕”制升为88 万亩。二

熟制逐步向三熟制过渡。

四川在农业生产中，提倡利用大

春收后，小春播前六七十天的时间增

种一季短期作物，主要是红苕。长江沿

岸和盆中的部分丘陵区都有种秋红苕

的习惯。在粮食比较困难的年代，全省

秋红苕面积曾达到过一百二三十万

亩。秋红苕薯块产量比正季栽培的低。

但可生产500 到1 000 公斤藤叶，增加

了养猪的青饲料。川东南沿江河谷地



带热量条件好，秋苕产量也比较高，于

是把栽植秋红苕作为增产大春粮食的

一项重要措施。1985 年资阳县在西

瓜、土烟、牛皮菜收后，种一季秋红苕，

全县增产了1 500 吨粮食。合江县

1983 年种8 万亩秋红苕，平均亩产鲜

苕1250 公斤，接近正种红苕产量。

四、分布

四川红苕栽培地区一般在海拔

1 000米以下，但高产地多在500 米以

下地带。四川的自然环境制约红苕生

育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夏旱、伏旱频率

高，影响红苕适时早栽和藤叶正常生

长；二是春季低温寒潮，又采取露地育

苗，容易造成种苕冻害；三是秋季绵雨

多，不利于薯块膨大。全省除甘孜、阿

坝、凉山三州的部分县不产苕外，全省

205 个县(市、区)中产苕县为169 个。

按农业区划红苕分布分为3 个大区。

(一)盆中盆西浅丘红苕区

是全省最适宜生产红苕的区域，

共有60 个县、市、区。本区气候、土壤

条件比较优越，但盆中有夏旱、伏旱，

妨碍苕苗生长，影响薯块膨大，又常有

绵绵秋雨，不利于干物质积累。1985

年本区红苕面积799 万亩，占全省红

苕面积的44．1 % ；产量185．45 万吨，

占全省产量的47．07 % ；平均亩产232

公斤。

(二)盆东盆南丘陵红苕区

本区为红苕栽培的适宜区域。共

包括49 个县、市、区，基本上位于长江

流域两岸，气温较高，春季气温回升较

早，有利于早期育苗栽插。本区红苕栽

培有两个特点：一是部分地方栽苕不

起垄，不作厢，俗呼“板土苕”或“板板

苕”；一是部分地方中稻收获较早，收

稻种麦之间有一段空隙时间，民间利

用这一空闲有栽秋红苕的习惯。本区

红苕面积和产量仅次于盆中盆西浅丘

红苕区。由于伏旱频率高，红苕栽插过

早过迟都影响单产，不少地方正在推

广“改夏插为春插”的措施。“板土苕”

既费苕苗，单产又低，现在有减少趋

势。1985 年本区种红苕662 万亩，占全

省红苕面积的36．6 % ；产量146．35 万

吨，占全省产量37．15 % ；平均亩产221

公斤。

(三)盆周边缘山地红苕区

本区围绕盆地边缘，山高，坡陡，

土薄，自然条件差。早春低温寒潮频

繁，不利于红苕殡种育苗，栽插以后，

易受洪涝灾害，无霜期短。生产期中多

受外界环境限制，还有飞禽野兽危害。

形成一种广种薄收的局面，单产不高。

近年有的地方开始“地膜覆盖栽培”，

亩产大幅度提高，但地膜较贵，还没有

全面铺开。本区1985 年栽植红苕350

万亩，占全省面积的19．3 % ；产量62．2

万吨，占全省产量的15．78 % ；平均亩

产178 公斤。



1985 年四川省红苕分布情况表



第二节 洋芋生产

一、生产演变

洋芋又称“马铃薯”。原产南美洲

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高原盆地。

传入中国晚于红苕。四川“嘉庆十二三

年始有之”，初时在四川边缘山区，盆

地内尚无洋芋种植。

民国时期，洋芋已是山区农民的

一种重要食粮。1933 年，四川洋芋产

量居全省粮食产量第九位。嗣后，洋芋

逐步在平丘地区大面积种植，但远不

如山区、高原之多。

洋芋生长期短，比较耐寒，盆地内

春秋两季皆可种植，春洋芋面积向来

大于秋洋芋面积。秋洋芋单产低于春

洋芋。春洋芋可在小寒到立春间下种，

约80 天收获，可解决部分春荒口粮。

秋洋芋在大春收获后的处暑至白露间

下种。四川洋芋年际间栽培面积时多

时少，很不稳定，最多时种植100 万亩

左右，年产鲜芋20 万吨左右。

建国后，四川洋芋生产发展较快。

洋芋既可作粮食，亦可作蔬菜。高山区

人民多以洋芋作为重要口粮之一。

1952 年，全省种春洋芋154 万亩，

产量达到8．5 万吨(已按5 ∶1 折成原

粮，下同)，亩产原粮55 公斤。至1975

年，全川春洋芋面积上升到303 万亩，

产量增加到30 万吨。1985 年，面积达

到479 万亩，亩产原粮154 公斤，总产

原粮74 万吨。

四川春洋芋栽培有两类型：1．利

用冬闲土种植春洋芋。以凉山、阿坝两

州和涪陵、万县、达县三地区较多。70

年代初期，省农牧厅召开专门会议，提

倡利用冬闲土种春洋芋，变一年一熟

玉米为春洋芋、玉米两熟套作。春洋芋

在川东得到大发展，有效地帮助解决

了川东地区春、夏荒缺粮问题。1984

年全省洋芋种在冬闲土上的有170．1

万亩，占 全 省 冬 闲土929．7 万 亩 的

18．35 % 。2．利用两季田种春洋芋。挖

了洋芋种中稻。以万县、达县两地区最

多。1984 年全省稻田种春洋芋共66．8

万亩。

在凉山、万县、阿坝、涪陵、雅安和

盆周一些高海拔地带还有一年一熟大

春洋芋的种植制度。1985 年全省大春

洋芋面积164 万亩，总产30 万吨，平均

亩产183 公斤。

秋洋芋系大春收后的一种增种。

多利用春玉米、红苕套作地，在玉米收

后种植。也有利用两季田早中稻收后

种植的。秋洋芋生长期短，产量不高。

但不失为一种充分利用光照、抗灾夺

丰收的措施，也是繁殖种薯的一个好

办法。



1952～198 5 年四川 省春洋芋 面 积和产量表

四川采用的洋芋品种繁多，易于

退化。清末至民国有牛角洋芋、蛮洋

芋、乌洋芋、鸡窝洋芋、红坑洋芋等。建

国后，民间使用的品种主要有巫峡洋

芋、马尔科、赛白果、疫不加、巴山白、

川芋56、彭县大白洋芋、小叶子洋芋、

黔薯5 号、克山洋芋、米拉洋芋、万芋9

号等。

疫不加洋芋俗称红苕洋芋，1957

年从东北引入四川。作春洋芋种植，生

育期120 天左右，作秋洋芋90 天左右。

抗晚疫病力强。春洋芋亩产可达1 500

公斤鲜芋。巴山白由巫溪县红池坝农

场从德意洋芋中系统选育而成，生育

期120 天左右，植株较矮，结薯集中，

抗病力强，高中低山区均宜种植，亩产



1 500 公斤左右鲜芋。适宜间套种植。

二、解决品种退化问题

品种退化，产量下降，是四川洋芋

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民国后

期试行两种办法：1．引入外地良种男

爵、白头翁、玫瑰眼等进行抗退化试

验，未获成功。2．检定农家品种，筛选

出黄洋芋(彭县产)、大洋芋、大黄洋

芋、小芋子等抗退化品种。1939 年，省

农改所在彭县收购黄洋芋16 万公斤，

运往6 个山地县繁殖了3 200 亩，收回

320 万公斤种薯，在省内推广。因种薯

数量有限，推广面零星分散，亩产不

高，未取得效果。

建国后，四川采取调种换种办法，

平丘气温较高地区自己不留种，生产

用种从高山区气温较低地区调入，每

年多至数百万公斤。彭县大宝、汉源县

清溪等乡所产洋芋品质好，产量高，各

地多前往购种。然而大批种薯远程调

运，很不经济，而且薯块种下去，“头年

大，二年小，三年四年不见了。”必须年

年调种换种。以后平丘地区又推行洋

芋翻秋作种，虽有一定效果，但种植秋

洋芋产量低，不如其他晚秋作物效益

好，发展有限。70 年代有的地方采取

用种子繁植，就地留种。冕宁县洋芋面

积较大，用种较多，1972 年，派员到内

蒙古学习用洋芋种子繁殖，选用实生

薯块作种的经验。次年聘请了内蒙古

农民面授技术。县上成立洋芋实生苗

选用领导小组，亲自抓点，现场练兵，

打开局面。用从内蒙古引进的洋芋品

种克疫作种子，培育实生苗，选用实生

苗所结的实生薯块作种。1976 年，冕

宁全县种实生薯5 000 亩，平均亩产

鲜薯1 000 公斤，比全县平均亩产高

60 %。另一种办法种植脱了毒的米拉

洋芋品种，也有用凉薯3 号、凉薯97、

赛白果、疫不加、里外黄等的，其抗病

程度各有不同。米拉洋芋脱毒由农业

部植物检疫实验所负担，凉山州农科

所繁殖，再向疫区推广。1978 年，四川

农学院马铃薯试验协作组对几个洋芋

品种进行了茎尖脱毒试验。赛白果在

四川栽培较久，退化严重，脱毒后，在

秋植较短生育情况下，生长旺盛而整

齐，结薯较多。里外黄、疫不加经过脱

毒，增产效果不明显。

三、防治晚疫病和癌肿病

四川洋芋的病虫害主要有晚疫

病、毒素病、疮痂病、青枯病、瓢虫、块

茎蛾、蚜虫、浮尘子、切根虫、地蚕等10

多种。为害严重而普遍的为晚疫病。

晚疫病俗称“火风”，春秋两季洋

芋均有发生，能侵害植株任何部位，

叶、茎、块茎受害最多，叶片上的症状

最为明显。主要在巫山、万县、巴县、彭

县、理县、茂汶、宝兴等地流行，产量损

失2～4 成不等。防治办法主要采用抗

病品种，不少地方也有用波尔多液防

治的。



洋芋癌肿病过去在四川未发现。

1979 年8月在凉山州美姑、盐源、木里

等县发现此病。1980 年秋，省农牧厅

组织了凉山、甘孜、乐山三地州技术干

部1 433人，调查了美姑、雷波等17 县

的 6 278个生产 队的396 672亩 洋芋

地，有23 272亩发病，占全部洋芋地的

4．8 % ，病株率高达30 % ～40 % ，严重

的100 % 。主要分布在海拔2 300米以

上的高山彝族地区。1981 年，凉山州

发病 面积增 到 41 658亩，无 收 面积

5 325亩，因癌肿病损失原粮180 万公

斤。给病区群众生活带来困难。到1985

年，经多点大面积连续普查和复查结

果，计有凉山、甘孜、雅安、乐山4 个市

地州的17 个县157 个乡44 918亩洋芋

地发病。凉山州是主要病区，发病面积

占四个市地州发病面积的95．9 % 。洋

芋癌肿病病菌生活力强，通过薯块、土

壤、水流、粪便、农具传播，是世界性难

病，为国内外检疫对象，目前尚无特效

防治办法。省农牧厅江式富、陈永康等

同志1980～1983 年在癌肿病区蹲点

试验，采用以抗病品种为中心，实行轮

作，高厢畦植精收，施用三唑铜农药等

综合防治技术，病情和病区逐步得到

控制。

四、洋芋的分布

四川盆地内种植洋芋相当分散，

集中地区在盆周山地。按农业区划分

为盆周边缘山地洋芋区、川西南山地

洋芋区。

盆周边缘山地洋芋区属于立体气

候，气温随海拔升高和纬度偏北而降

低，无霜期较短，年雨量较多。东南部

春雨足而伏旱重，西北部春旱、夏洪、

冬春霜雪较多，东北部多伏旱、秋霖，

西部雨量特多。本区有平武、城口、巫

山、秀山、叙永、宝兴等40 多县。产量

约占全省洋芋产量的52 % 。1985 年，

本区春洋芋面积达到10～20 万亩的

有南江、宣汉、万源、石柱、涪陵市、黔

江、彭水、酉阳、武隆、丰都等县、市。鲜

芋亩产在750 公斤左右，高的达1 250

公斤。

川西南山地洋芋区位于四川西南

部，地势高差十分悬殊，光照充足，雨

量虽多，但分布极不均匀，旱季长达六

七个月。本区为适宜秋洋芋种植地区，

处暑至白露期间播种。安宁河及金沙

江谷底地带很少种植，主要分布在二

半山地带。包括泸定、石棉、越西、喜

德、德昌、米易、会理、会东等20 余县，

产量约占全省的13 % 。1985 年种洋芋

10 万亩以上的有盐源、昭觉两县。亩

产鲜芋约1 000 公斤，高的有2 000 公

斤。是省内大面积高产区域。

除上述两区外，盆地内分散种植

的产量约占全省产量的35 % 。川西北

高山高原也有一定面积，且单产高，品

质好。



第一节 豆类生产

一、大豆

大豆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秦

汉以前叫“菽”，以后称“大豆”。四川又

称“黄豆”、“青豆”、“毛豆”。《僮约》中

说，四川“十月收豆”，证明四川在公元

前70～公元前60 年已经种豆。《三农

纪》对大豆的名称、形状、特征特性、栽

培方式、田间管理、收获贮藏、用途等

都有详明记载。1931～1934 年，四川

大豆面积分别为473．8 万亩、478．3 万

亩、451．3 万亩、391．4 万亩，每年约占

全国大豆面积的6 % ；产量分别为104

万担、116 万担、105 万担、90 万担，约

占全国产量的9 % 。

建国后，四川大豆面积起伏较大，

随着其他高产作物面积的扩大，大豆

面积呈下降趋势。国家在政策上给予

扶持，并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增加物资

供应，大幅度提高了单产，方使总产有

较大增长。1978 年以前基本保持在

300 万亩以上，最多的1957 年达到484

万亩，从1979 年起降到300 万亩以下，

最少的年份只有257 万亩。亩产则有

明显提高，1949 年全省平均亩产50 公

斤，到1985 年达到116 公斤，最高的

1984 年亩产121 公斤，创历史最高记

录。总产量1949 年为18 万吨，到1985

年增到33．6 万吨。

大豆的栽培技术，从历史上看变

化不大。清代中叶，大豆习惯芒种前后

播种。方式有点播、撤播(漫种)两种。

《三农纪》说：“漫种难于耘锄，而结荚

多；点种易于耘锄，而实粒圆。”结荚

多，不一定实粒圆，已认识到点播优于

漫种。“点播每穴只宜(下种)二三粒，

多则不秀。肥地宜稀，薄地宜密；早种

宜稀，晚种宜密。”有经验的老农还总

结 出一条秘诀：“豆耘开花，子圆满



荚。”开花的时候为大豆中耕除草，能

促进子粒饱满，果荚充实。“若秋雨霖

霪，叶繁起，急刈其豆之嫩颠，掐其蕃

叶，令日熏风透。”茎叶疯长，采取短尖

疏叶。大豆贮藏，“易于腐蛀，皆因湿浥

而生。宜晒不宜大日，遇大日则皮碎肤

裂”，愈不耐藏。这些技术经验晚清、民

国仍继续沿用。

建国后，在70 年代以前，四川大

豆产量不多，改进大豆生产技术未被

重视，基本上是依靠社队自发地种植

大豆，商品率很低。1981 年，农业部提

出“恢复和发展大豆生产是一项战略

任务”的号召。四川鉴于大豆供应比较

紧张，采取了下列措施，发展大豆生

产：

(一)选用大豆良种

根据四川条件，因地制宜地选用

适合本地的良种。达豆2 号、成豆4 号、

川湘早1 号、垫江早黄豆、武隆细早

豆、渠县热豆子、金六月黄等早熟品

种，子粒黄色，商品价值高，在川中浅

丘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种植，3月底到4

月上中旬播种，7月底8月初成熟。既

可净作，也可间套作，或增种于田坎、

背坎、土边、地角。武隆六月黄、石柱猪

腰子(又名“白毛豆”)、成都田坎豆(又

名“白水豆”)、大邑三角豆、雅安黄壳

豆、犍为泉水豆、筠连大小白水豆等中

熟种在3月下旬至4月初播种，8月底

前成熟。适于在平坝、浅丘以及长江上

游地方种植。也还有杂色豆种，如酉阳

茶豆、叙永红茶豆、叙永黑豆、筠连红

豆、荥经羊城豆、安县六月黄，在土壤

瘠薄的中山以下种植。广元田坎豆、青

川花黄豆、马边猴儿豆、雷波小黄壳、

巴塘竹巴黄豆、雅江八依绒黄豆等迟

熟品种则种于高海拔的山区。

(二)推广氮、磷、钾合理搭配的施

肥技术

四川民间种豆，习惯在播种时只

丢把灰，50 年代提倡施磷肥，但未普

及。普遍施肥不足。大豆根系虽然富

有根瘤菌固氮，但只能满足本身需求

的50 % ～70 % ，其余要施肥补充。经研

究，如果缺了磷，根瘤菌就会出现饥饿

状态，固定氮的能力降低。钾肥可防止

花荚脱落，使子粒饱满。进入80 年代，

农业部门提出氮磷钾三要素合理搭

配，增施肥料，提高大豆产量。盆地内

零星种植的，施肥量普遍有增加。在山

区由于肥料不足，推广面不理想。

(三)防治病虫
为害四川大豆的病虫主要有霜霉

病、菌核病、食心虫、豆荚螟、造桥虫、

蚜虫等。食心虫食害豆粒，农技推广站

指导农民用农药杀螟松防治，效果在

85 % 以上。花期受蚜虫为害最重，农民

使用乐果防治。豆荚螟一年发生三四

代，食蛀豆粒，用乐果、稻丰收农药防

治。造桥虫咬吃豆叶，造成落花落荚，

用敌百虫、敌敌畏防治。霜霉病为害植

株，萎缩变矮，农民用硫酸铜液、代森

锌液防治。盆地内零星种植的大豆，种



于稻田田埂上的约占一半，用农药防

治受到一定限制。

四川大豆分布面甚广，除高原及

高寒山区外，基本上都产大豆，不过零

星分散，大面积成片种植的不多。1985

年，全省种植大豆289．6 万亩，产大豆

33．5 万吨，平均亩产116 公斤。种植40

万亩以上的有万县、涪陵两地区。

二、胡豆

胡豆又称“蚕豆”，是从国外引入

的作物。《太平御览》说：“张骞使西域，

得胡豆种归。”来自西域，故以“胡豆”

名之。《三农纪》描述了胡豆有广泛用

途，“可煮食、炒食，可为面、为粉，喂牛

马甚壮，苗可肥田，秸可燃火，叶可饲

畜。”清代中叶，四川已广种胡豆。1934

年，四川种胡豆776．6 万亩，占全国胡

豆 面 积4 033 万 亩 的19 % ；产 胡 豆

75．75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25．7 % ；平

均亩产98 公斤。省农改所《农情报告》

载，1938 年全省种胡豆825 万亩。1941

～1947 年，每年均在900 万亩以上。产

量每年在50 万吨左右。

胡豆用途，据省农改所调查，1934

年胡豆在四川的用途为57 % 作人用食

料；22 % 作家畜饲料；11 % 作其他用途

(如酿造豆瓣酱之类)；10 % 留作种子。

建国后，四川胡豆面积有起有伏，

总的趋势是下降。1953 年全省种胡豆

921 万亩，到1985 年降为309 万亩。总

产在36 年中徘徊于35 万吨左右，1985

年达到57 万吨。亩产在1981 年以前都

在100 公斤以下浮动，1981 年起始超

过100 公斤。胡豆面积下降，主要是以

胡豆充饥的城乡人民日渐减少，胡豆

单产又不断提高，供求关系能基本保

持平衡。再则，小麦、油菜面积扩大，胡

豆面积被挤掉一部分。

胡豆适宜与其他作物问套作。适

应性强，平坝、丘陵、山区都可种植，喜

冬季温暖而湿润的气候。然而在不少

地方栽培粗放，老品种，不施肥，管理

差，病害重，豆荚少，产量低，山区尤为

严重。从60 年代末起，培育引进了一

些品种，1969 年自浙江嘉兴地区引入

奉化－6，在新都、彭县两农场种植，亩

产均在160 公斤以上。1974 年，省农科

院育成的上一11，在双流、金堂、广汉、

邛崃种植，亩产166～188 公斤不等。

上一11 的特点是抗褐斑病力强。省农

科院育成的成胡10 号，80 年代初参加

省区试，亩产150～162 公斤，名列首

位。1980 年在简阳三星公社种植，亩

产达230 公斤，特点是吃味好，耐褐斑

病力强。省农科院育成的又一新品种

成胡11 号，耐旱耐瘠，耐褐斑病力强，

皮薄食味好，淀粉含量高，有利综合加

工，平坝、丘陵、坡土、台地都可种植。

1982～1983 年参加省区试，平均亩产

均在150 公斤以上，1984 年大面积推

广。地方品种红胡豆品质较好，花期短

而集中，抗寒抗病力强，宜在丘陵地区

种植。



胡豆前作大多是红苕，收了红苕

种胡豆，就错过适宜播胡豆的季节，丘

陵地区采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

盾：1．抽厢挖苕种胡豆；2．苕沟内点

胡豆。阿坝、甘孜和凉山高原山区胡豆

为春播秋收，一年一熟，生育期长，光

照条件好，昼夜温差大，胡豆子粒大而

饱满，是有名的“大白胡豆”。

在四川，胡豆的枯萎病、褐斑病为

害比较严重。重土种植，易罹此病。老

百姓的防治办法，第一选用抗病品种。

第二不连作。第三发了病用波尔多液、

多菌灵、甲基托布津防治。褐斑病为害

胡豆很普遍，俗称“火风”。患了火风，

严重的无收。农民对付的办法，选用抗

病品种，增施钾肥，防旱排涝，摘除老

脚叶，用波尔多液等防治。

四川胡豆除阿坝、甘孜两州的绝

大部分县不种植外，其余县县种植。

1985 年，以重庆(62．98 万亩)、内江

(56．4 万亩)两市种植面积最多；其次

为达县(34．81 万亩)、万县(24．05 万

亩)。产量仍以内江(5．8 万吨)、重庆

(5．7 万吨)两市最多。平均亩产最高

的206 公斤(遂宁市)。

三、豌豆

北宋《图经本草》说，豌豆“蔓生，

有须，叶如蒺藜，两两相对，开花如飞

蝶状。子可炒食，可造粉为面。”《三农

纪》说，白豌豆“考古未有，今种出西

域”。证明清代四川已种豌豆，白豌豆

是清代引进的新种。民国时期，四川农

村普种豌豆于旱地，凡水肥条件差、土

地瘠薄的山坡台土都有种植。1934

年，全省种植豌豆802 万亩，占同年全

国豌豆面积的15 % 。产豌豆69 万吨，

占全国的20 % 。平均亩产86 公斤。抗

日战争爆发后，四川豌豆面积徐徐上

升。1938 年最高达到1 107 万亩，1939

年降为917 万亩，以后稳定在900 万亩

左右，产量50 万吨左右。

建国后，四川豌豆面积频频起伏，

总的呈下降趋势，多的年份达到1 156

万亩(1957 年)，少的年份(1985 年)仅

290 万亩。36 年中达1 000 万亩以上

者8 年；900 万亩以上者10 年。

四川豌豆良种，50 年代以前基本

上是地方品种，如朱砂碗、大麻豌、青

菜豌、白豌豆等，以后逐步选育和引进

了一批良种。省农科院作物所1968 年

育成的团结豌2 号，1981～1983 年参

加省区试，平均亩产122 公斤，产量居

首位。在盐亭、宁南、金堂、乐至、资阳

等地大面积种植。亩产100～150 公

斤，高的达200 公斤以上。它的特点是

茎秆细而硬，直立、节密，双花双荚，圆

粒，种皮白色，耐旱耐瘠，耐菌核病。吃

味特好，清香甜，皮薄肉嫩，是豌豆中

的上品，群众乐意种植。

红早豌有早熟耐旱特点，适宜平

丘种植。10 月播种，次年4 月上、中旬

收获，亩产100 公斤左右。遂宁、简阳、



蓬溪、成都种植较多。

成豌6 号由省农科院作物所育

成，茎粗节密，双荚率高，占90 % 以上。

粒白色，大而光滑，皮薄肉嫩，食味最

佳。1979 年，成都罐头厂用成豌6 号生

产青豆罐头，颇受消费者青睐。

多纳夫是一种早熟品种。1972 年

从甘肃引入四川。植株矮，茎粗壮，分

枝力强，结荚部位低。双荚率占30 % ～

50 % ，粒大，在广元县秋播，比本地种

早熟半个月。

50 年代，省农科所所长杨允奎育

成一种无须豌，品质好，但单产不高，

推广面积不大。

豌豆栽培技术，50 年代种窖犁豌

豆，抓早播，根据不同的坡地台位和土

质，选用适合的地方品种种植。60 年

代，推广滚龙豌豆，在红苕收挖前半月

左右，把苕藤理到厢埂上，亮出苕沟，

在沟内种两行豌豆，达到适时早播豌

豆。阿坝、甘孜两州豌豆为春播秋收。

菌核病是为害四川豌豆的主要病

害，老百姓采用轮作方法，躲避传播，

也有用代森铵、代森锌药剂防治的。豌

豆像是贮藏期的主要虫害，乡间用囤

套密闭、高温杀治或药剂熏蒸处理。生

长期中常有蚜虫为害，用乐果、烟草灰

水防治。

四川豌豆作小春栽培，分布相当

普遍，除阿坝、甘孜两州多数县不种和

成都市个别县很少外，其余各县均种

植。1985 年，全省种豌豆290 万亩，产

量28．5 万吨，平均亩产99 公斤。其中

种植 面 积10 万 亩以 上 者 有 内江 市

(46．5 万亩)、万县地区(38．59 万亩)、

南 充 地 区 (34．46 万 亩 )、绵 阳 市

(21．66 万亩)、乐山市(19．8 万亩)、重

庆市(19．1 万亩)、达县地区(17．8 万

亩 )、遂 宁 市 (17．39 万 亩)、成 都 市

(13．28 万亩)、广元市(11．63 万亩)、

涪陵地区(10 万亩)等11 个地市。产量

达3 万吨以上的有南充(4．7 万吨)、内

江(4．4 万吨)、达县(3 万吨)、万县(3

万吨)4 个地市。

第二节 高粱生产

中国是世界上栽培高粱最早的国

家之一。5 000 年前已有栽培。2 000

年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遍种高粱。

高粱又称“蜀黍”或“蜀秫”。《三农

纪》说“粱乃劲禾也，喜风雨，蜀多山，

山多风雨，故以宜种之地种之，曰蜀

黍”。清代中叶，四川在宜种之地已广

种高粱。

民国时期，四川丘陵山区农民以

高粱能种于瘦薄土地，除作口粮外，可



以制佳酿、糖用、帚用、建筑材料用，故

乐于成片或在田埂、隙地、房前屋后种

植。1931～1947 年的17 年间，四川全

省种植高粱在388～584 万亩之间，最

多的1933 年达584．3 万亩，占当年全

国高粱面积8 898 万亩的6．5 % ，产量

在50～60 万吨之间。年际产量波动剧

烈。1934 年产量最高达60 万吨。17 年

中，亩产在80～130 公斤之间徘徊。

建国后，四川粮食生产重点放在

发展水稻、小麦、玉米、红苕四大作物

上，原来成片种植的高粱多被挤占。到

1952 年，全省高粱面积已降到242 万

亩，产量降为19 万吨，单产80 公斤。以

后的30 多年，一直呈下降趋势，在100

万亩上徘徊，产量浮动在13～38 万吨

之间。1985 年面积为170 万亩，产量38

万吨，平均亩产219 公斤。高粱亩产虽

然略低于玉米，但经济效益高，在80

年代前期，无论平价征购或市场议价，

高粱每斤价格都高于玉米价格的50％

左右，而且抗旱力优于玉米。农民称赞

高粱是“铁杆庄稼”。

四川以高粱酿酒，历史悠久，素称

名酒之乡。1984 年，四川白酒荣获国

家5 个金质奖，五粮液、泸州老窖、剑

南春、郎酒、全兴大 曲名 噪海内外。

1985 年，川酒耗粮约200 万吨，主要原

料为高粱和其他谷物。但四川高粱自

给率不高，需依赖省外供应。四川所产

的糯高粱，皮薄，含单宁少，子粒饱满，

淀粉率高达60 % 以上，出酒率高，酒质

好，远非调入高粱可比。

四川栽培的高粱，按品种的特性

分类有糯高粱、粘高粱、甜高粱等。50

～60 年代农家种植的属地方品种，如

大红袍、牛心子、打锣锤、大扫把、七匹

叶等。70 年代开始推广杂交高粱晋杂

5 号、原杂4 号、忻杂7 号等组合。但杂

交种品质低，不适宜烤酒，经济价值不

高，群众多不愿种植。至80 年代前期，

各地仍以地方品种为主。省农科院水

稻高梁研究所等单位从地方品种中穗

选提纯的常规种青壳洋高粱，于1984

年开始应用于生产。在富顺、隆昌等地

种植，亩产高达300 公斤，比地方种七

匹叶高出9．5 % ～12．4 % 。子粒糯性，

支链淀粉占淀粉量90 % 以上，含蛋白

8 % ，含单宁1．1 % ，是酿酒的优质原

料。川东南地区多在3月末至4月初播

种，育苗移栽。川中、山区则直播，4月

中至5月中播种。

高粱病害有黑穗病和炭疽病，群

众采用拔除病株或剪去受害部分，予

以焚毁。虫害有蚜虫、钻心虫、蝼蛄，农

民多用药剂防治。

四川高粱生产分布面广。重庆市

郊各县最多，面积34．2 万亩，产量8．8

万吨。泸州市28．5 万亩，产量6．3 万

吨。达县、万县、宜宾、内江、南充等五

地市皆在10 万亩以上。除三个自治州

外，其余各地市分布面多少不等，最少

的仅3 000 多亩。



第三节 小杂粮生产

清廷、民国政府和地主不向农民

征课和收租小杂粮，社会需要量的变

化又很复杂，各种小杂粮向由农民自

由种植，时多时少。

小杂粮品类繁多。据《三农纪》载，

清代四川种植的小杂粮有小豆、绿豆、

彬豆、拔山豆、泥豆、稆豆、水稗、薏苡、

渗子、黍子、荞麦等。以后又发掘出大

白芸豆、饭豆、扁豆、猫爪豆、木薯、山

药等，除作为食粮外，有的可作蔬菜。

都是零星分散种植，未形成大宗的批

量生产。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在粮食生

产中，重数量、重大宗、重主粮的现象

比较普遍。在计划安排、作物布局、耕

作制度、增产措施上，都忽略了小杂粮

生产。小杂粮单产不高，也是引不起重

视的原因之一。然而小杂粮中很多是

富含营养的作物，是扩大副食品生产，

乃至作为救荒食粮不可缺少的物资。

一、杂豆生产

大白芸豆粒大色白，又称“雪山大

豆”、“腰子豆”，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珍

贵食品。近年远销法国、美国、日本。

1981 年仅完成出口任务的40 % 左右。

大白芸豆是蔓生型的，攀援性强，不宜

间套种植。近年在汉源、汶川等地发掘

出有限生长类型的品种，节位伸长到

一定程度，就自行封项，不再伸长，成

熟比较集中，有利于间套种植。开花期

中，常有斑蟊虫成群集结，为害叶片及

花器。大白芸豆天然杂交率在10 % 以

上，容易引起变异，变为乌豆或花豆，

品质下降。1949 年全省种植1．8 万亩，

总产679 吨。1985 年种植2．4 万亩，总

产2 870 吨。

绿豆又名“植豆”，原产中国，各地

均有栽培，黄河流域生产较多。绿豆种

皮绿色，故以绿命名。四川绿豆品种有

油绿豆、青绿豆、黑绿豆、黄绿豆。油绿

豆产量较多。清代四川已有绿豆种植。

《三农纪》对绿豆的用途有明确的记

载：“皮薄粉多，可作粥饭，可酿酒，可

造粉为饵，蒸糕烫皮作馅，为食中美

物。生白芽，为蔬中佳品。”还说“一切

暑热烦躁，绿豆煮粥食之”。绿豆喜温

暖湿润气候，耐旱耐瘠性强。子荚成熟

时期不一，采摘费时费工。1949 年全

省种植99．2 万亩，总产量4．4 万吨，平

均亩产45 公斤。1985 年种植面积降为

48．7 万亩，总产量7．9 万吨，平均亩产

162 公斤。

拔山豆又称“爬山豆”、“竹豆”、

“牛打脚”。《三农纪》说，爬山豆“蔓长

如豇豆，结荚如绿豆，实比绿豆而略



长，得色点绿。可面、可粥、可煮食，饲

畜甚良”。1949 年，全省种39．2 万亩，

总产 15 340 吨，平 均 亩 产39 公 斤。

1985 年，种植22．9 万亩，总产22 110

吨，平均亩产96．5 公斤。除阿坝、甘

孜、遂宁三州市不种外，其余17 个市

地州均有种植。以乐山市、重庆市、万

县地区、涪陵地区种植较多。

饭豆又称“打米豆”、“打米浆”、

“板栗豆”、“迟米豆”。四川民间常用作

豆沙原料，以充糕饼的馅。饭豆红色居

多，作成豆沙，亦呈暗红色。1949 年全

省种植75．2 万亩，总产量3．05 万吨，

平均亩产41 公斤。以重庆市、万县、涪

陵、达县地区面积较多。1985 年种植

26．3 万亩，总产3．16 万吨，平均亩产

121 公斤。

小豆又称“红小豆”、“米豆”。《三

农纪》说：小豆“秋开小花，黄白，结角

一二寸，内包实七八粒，有红、白、绿、

黄数种。实较绿豆而大”。1949 年全省

种植面积5．2 万亩，总产2 080 吨，平

均亩产40 公斤。1985 年，发展为16．7

万亩，总产量1．87 万吨，平均亩产112

公斤。以万县、涪陵、达县三地区较多。

二、荞麦生产

荞麦是中国古老作物之一。《三农

纪》说：荞麦“伏中耕耘土极熟，秋后以

灰粪和种之，八九月收”。清代四川已

有荞麦种植。

荞麦俗称“荞子”。分苦荞、甜荞、

有翅荞三大类。凉山自治州种植较多。

1929 年，宁属垦务局调查，西昌、会

理、盐源、昭觉、越西等县均有种植。苦

荞面积最多。占全宁属地区(今凉山

州)荞麦面积85 % ，是彝族人民主要粮

食之一，也可作饲料及酿酒的原料。四

川其他山丘地方也有荞麦种植，不过

零星分散，不如宁属地区集中成片。荞

麦属无限花序，子实不是同期成熟，有

云荞麦“苗之妙，异于众禾。半长苗，半

开花，半结子，半收实，至老不衰”。子

实成熟易脱落。抗逆力强，生长期短，

可春播，亦可秋播。荞麦淀粉营养丰

富，常食用，比较耐饥，彝族民间有句

谚语“养翻山，麦打坐，洋芋吃了不经

饿”。要翻山越岭需吃荞面制品。故彝

民外出，多携带荞饼、荞馍作干粮。

建国后，凉山州仍是四川荞麦的

主要产区。1950 年，西昌地区种植荞

麦49 万亩，产量1．8 万吨，亩产36 公

斤。60 年代因扩大洋芋、玉米，荞麦面

积缩小，1961 年面积仅有32 万亩，以

后有恢复，在50 万亩左右徘徊。进入

70 年代，改变种荞不施肥习惯，推广

施磷、施氮，产量大幅度上升，有亩产

达到150 公斤的。

1985 年，全省种荞麦79．9 万亩，

产荞子8．7 万吨，平均亩产110 公斤。

四川荞麦均在山区种植，其中凉山州

种 植48．7 万 亩，占 全 省 荞 麦 面 积



61 % ，亩产130 公斤，总产6．4 万吨，占

全省荞子产量的74 % 。荞麦生长期短，

从种到收，不过八九十天。凉山州有荞

麦品种27 个，其中苦荞15 个、甜养8

个、苦翅荞2 个、甜翅荞2 个。全州苦荞

产量最多。苦荞中有额乌、额足，甜荞

中有会东大甜荞等品种。甜荞分布在

低海拔地区，苦荞分布在高海拔地区。

1985 年，昭觉县建成年产1 200 吨的

格罗蒙苦荞粉厂，产品远销京、津、沪、

香港及日本、东南亚国家。苦荞粉有降

低血脂、血糖、尿糖功能，为老年人保

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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