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作物   

粮 食 作 物 ： 谷 物 作 物 、 薯 类 作 物 及 豆 类 作 物 的 总 称 。  

 

 

T ips :  “ 冬 小 麦 ” 和 “ 春 小 麦 ” 的 记 忆 方 法 ：  

这 两 种 小 麦 的 播 种 和 收 获 时 间 容 易 混 淆 ， 在 记 的 时 候 ， 可 利 用 名

字 里 面 的 文 字 信 息 ：  

✓  冬 小 麦 ： 名 字 里 有 “ 冬 ” 字 ， 意 味 着 可 以 过 冬 ， 多 在 暖 温 带 和 亚

热 带 种 植 ；  

✓  春 小 麦 ： 字 里 有 “ 春 ” 字 ， 指 示 了 它 的 播 种 季 节 在 春 季 。 名 字 中

没 有 “ 冬 ” 字 ， 意 味 着 整 个 生 长 期 是 不 包 括 冬 天 的 ， 这 是 因 为 春 小

麦 多 种 植 在 冬 温 较 低 的 中 温 带 和 寒 温 带 。  

（ 注 ： 下 表 只 是 粗 略 的 总 结 ， 各 地 小 麦 的 播 种 和 收 获 的 具 体 月 份 ， 是 存 在 地 区

差 异 的 ， 具 体 需 要 结 合 材 料 信 息 ）  

 

 

经 济 作 物 ：指 为 轻 工 业 提 供 原 料 的 作 物 ，也 叫 做 “ 工 业 原 料 作 物 ” 。  



 

 
 

 02 耕 地 类 型  

 

旱 地 ：一 般 指 无 灌 溉 设 施 ，主 要 靠 天 然 降 水 种 植 旱 生 作 物 的 耕 地 。

主 要 分 布 于 东 北 、 华 北 等 地 ， 南 方 也 有 ；  

水 田 ： 有 田 埂 、 能 种 植 水 稻 等 水 生 作 物 的 田 地 。 多 分 布 于 东 部 季

风 区 的 秦 岭 — 淮 河 以 南 的 湿 润 地 区 。  

 

旱 地 、 水 田 实 景 图  



 03 耕 作  

耕 作 制 度 ：是 种 植 农 作 物 的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以 及 有 关 的 技 术 措 施 的

总 称 ，其 主 要 包 括 作 物 种 植 制 度 和 与 种 植 制 度 相 适 应 的 技 术 措 施 。 

●  单 作 ： 一 块 田 地 上 只 种 植 一 种 作 物 。  

●  混 作 ： 两 种 作 物 混 合 种 在 一 起 ， 例 如 小 麦 和 豌 豆 混 种 。  

●  间 作 ： 同 一 田 地 上 于 同 一 生 长 期 内 ， 分 行 或 分 带 相 间 种 植 两 种

或 两 种 以 上 作 物 的 种 植 方 式 。  

●  轮 作 ：同 一 田 块 上 有 顺 序 地 在 季 节 间 和 年 度 间 轮 换 种 植 不 同 作

物 的 种 植 方 式 。 如 一 年 一 熟 的 大 豆 → 小 麦 → 玉 米 三 年 轮 作 。 轮 作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 优 点 ：  

 
 

复 种 指 数 ： 指 ⼀ 定 时 期 内 （ ⼀ 般 为 1 年 ） 在 同 ⼀ 地 块 耕 地 ⾯ 积 上

种 植 农 作 物 的 平 均 次 数 。简 单 来 说 ，这 块 土 地 ，一 年 种 植 了 一 次 ，

复 种 指 数 就 是 100%， 一 年 种 植 了 两 次 ， 复 种 指 数 就 是 200%，



所 以 理 论 上 来 说 ，热 量 条 件 越 好 的 地 区 ，一 年 内 可 种 植 的 次 数 多 ，

复 种 指 数 高 。  

 

作 物 熟 制 ： 是 同 ⼀ 块 耕 地 上 ⼀ 年 内 收 获 的 作 物 的 季 数 。 例 如 一 年

一 熟 、 一 年 两 熟 等 。  

熟 制 与 复 种 指 数 这 两 个 概 念 具 有 一 定 的 关 联 性 。 如 ⼀ 年 ⼀ 熟 ， 复

种 指 数 就 是 100%； ⼀ 年 两 熟 ， 复 种 指 数 就 是 200%； 两 年 三 熟

复 种 指 数 就 是 150% 。  

 

作 物 熟 制 主 要 由 热 量 条 件 决 定 ，近 年 来 ，由 于 二 氧 化 碳 浓 度 增 加 ，

全 球 温 室 效 应 显 著 ， 气 温 升 高 ， 熟 制 的 北 界 向 北 移 动 。  

 04 生 长 期 和 生 长 周 期  

 

生 长 期 其 实 分 为 两 种 ， 一 是 气 候 生 长 期 ， 就 是 我 们 现 在 试 题 中 常

说 的 生 长 期 ； 二 是 作 物 生 长 期 ， 一 般 也 叫 作 物 生 长 周 期 ， 试 题 中

一 般 直 接 叫 做 生 长 周 期 。  

 



（ 气 候 ）生 长 期（ 又 称 生 长 季 、生 季 ） ： 指 的 是 某 地 ， 农 作 物 在

一 年 中 可 生 长 的 日 数 。（ 一 般 来 说 ， 是 日 平 均 温 度 大 于 6 度 ， 也 有 的 资 料

写 5 度 ）  

✓  高 纬 地 区 或 者 海 拔 较 高 的 地 区 ，植 物 生 长 期 短 。如 ，东 北 一 年

约 5 个 月 达 标 ， 生 长 期 短 ；  

✓  低 纬 地 区 或 者 海 拔 较 低 地 区 ，植 物 的 生 长 期 就 会 更 长 。如 海 南 ，

全 年 达 标 ， 生 长 期 长 ；  

（ 作 物 ）生 长 周 期 ： 是 植 物 从 播 种 到 收 获 的 时 间 ， 即 成 熟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 播 种 — 生 长 — 发 育 — 开 花 — 结 果 ）  

✓  南 方 地 区 热 量 条 件 好 ，作 物 成 熟 快 ，作 物 生 长 周 期 短 ，所 以 作

物 可 以 一 年 两 到 三 熟 ；  

✓  东 北 地 区 热 量 条 件 差 ，作 物 成 熟 慢 ，作 物 生 长 周 期 长 ，只 能 一

年 一 熟 ， 但 周 期 长 的 作 物 有 机 质 积 累 多 ， 品 质 好 。  

 05 灌 溉 类 型  

漫 灌 ： 灌 水 时 任其在 地 面 漫 流 ， 借 重力 作 用 浸 润 土 壤 ，是 一 种 比

较 粗 放 的 灌 水 方 法 。  

 

 

 



图 源 网 络 .浸 灌 葡 萄 根 系  

漫 灌 的 缺 点 ：  

✓  容 易 引 起 水 资源 短 缺 ， 造 成 浪 费；  

✓  产 生 湿 涝 ， 不利 小 麦 生 长 ， 排 水工 程 量 大 ；  

✓  抬 高 地 下 水 位， 容 易 产 生 土 壤 盐碱 化 ；  

 

节 水 灌 溉 ： 以最 低限 度 的 用 水 量 最 大限 度 地 提 高 农 作 物产 量 和 产

值 的 灌 溉 措 施 。  

 

 

 

节 水 灌 溉 三 种 类 型 ： 喷 灌 V S 滴 灌 V S 管 道 运 输  

与 传 统 漫 灌 方 式 相 比 ， 节 水 灌 溉 有 什 么 优 点 ？  

✓  节 水 节 能 、 省时 省 力 、 增 产 增 收  

✓  保 护 环 境 ， 渠道 防 漏  

✓  可 水 肥 、 农 药一 体 施 用  



 06 肥 料  

有 机 肥 ： 来 源 于 动植 物 ， 由 生 物 物 质、 动 植 物 废 弃 物 、植 物 残 体

加 工 而 来 的 肥 料 。  

 

绿 肥 ： 有 机 肥 的一种 ， 是 用 绿 色 植 物体 制 成 的 肥 料 。 以豆 科 作 物

为 主 ， 如 蚕 豆 、 苕 子 等 。  

 

绿 肥 作 物 在 经 过 一 定 期 间 生 长 之 后 ， 将 其 绿 色 茎 叶 切 断 直 接 翻 入

土 中 ， 也 可 沤 制 土 肥 施 用 。 绿 肥 含 有 多 种 养 分 和 大 量 有 机 质 ， 能

改 善 土 壤 结 构 ， 促 进 土 壤 熟 化 ， 增 强 地 力 。  

 

秸 （ jiē） 秆 还 田 ：  

●  秸 秆  

是 成 熟 农 作 物 茎 叶 （ 穗 ） 部 分 的 总 称 。 通 常 指 小 麦 、 水 稻 、 玉

米 、 薯 类 、 油 菜 、 棉 花 、 甘 蔗 和 其 它 农 作 物 （ 通 常 为 粗 粮 ） 在 收

获 籽 实 后 的 剩 余 部 分 。  

 

●  秸 秆 还 田  

把 不 宜 直 接 作 饲 料 的 秸 秆 （ 麦 秸 、 玉 米 秸 和 水 稻 秸 秆 等 ） 直 接 或

堆 积 腐 熟 后 施 入 土 壤 中 的 一 种 方 法 。 秸 秆 还 田 的 优 点 ：  

 

✓  增 加 土 壤 有 机质 和 养 分 含 量  

湿 小 麦 秸 秆 内 含 有 丰 富 的 氮 、 磷 、 钾 、 钙 、 镁 等 多 种 营养 元 素 和

有 机 质 。  

 

✓  改 善 土 壤 物 理性 状  

土 壤 物 理 性 状 的 改 善 使 土 壤 的 通 透 性 增 强 ， 提 高 了 土 壤 蓄 水 保 肥

能 力 ， 有 利 于 提 高 土 壤 温 度 ， 促 进 土 壤 中 微 生 物 的 活 性 和 养 分 的

分 解 利 用 ， 有 利 于 作 物 根 系 的 生 长 发 育 ， 促 进 了 根 系 的 吸 收 活

动 。   

 

✓  提 高 土 壤 的 生物 活 性  

秸 秆 含 有 大 量 的 化 学 能 ， 秸 秆 还 田 可 以 增 强 各 种 微 生 物 的 活 性 。

另 外 ， 秸 秆 分 解 过 程 中 能 释 放 出 CO2， 使 土 壤 表 层 CO2 浓 度 提

高 ， 有 利 于 加 速 近 地 面 叶 片 的 光 合 作 用 。   

 

✓  秸 秆 还 田 增 产、 增 益 、 保 护 生 态环 境  

秸 秆 还 田 增 加 了 有 机 质 和 各 种 养 分 含 量 ， 连 年 使 用 ， 可 减 少 化 学

肥 料 的 投 入 量 ， 降低 农 本 ， 保 护 生 态环 境 。  

 

化 肥 ： 用 化 学 或者物 理 方 法 ， 人 工 制成 的 含 有 一 种 或 几种 农 作 物

生 长 需 要 的 营 养 元 素 的 肥 料 。 也 称 无 机 肥 料 ， 包 括 氮 肥 、 磷 肥

等 。 施 用 化 肥 的 利 弊 ：  



 

●  有 利 方 面 ：  

见 效 快 ， 加 快 农 作 物 的 成 熟 ， 可 以 使 农 作 物 增 产 增 收 。  

 

●  不 利 方 面 ：  

✓  对 生 态 环 境 造成 污 染  

大 量 未 利 用 的 化 肥 易 挥 发 进 入 大 气 ， 或 随 水 流 入 土 壤 和 江 河 湖

泊 ， 会 造 成 空 气 、 水 体 的 污 染 。 化 肥 生 产 过 程 中 会 产 生 废 气 ， 废

水 ， 直 接 排 放 在 江 河 中 ， 对 河 流 污 染 极 大 。  

 

✓  易 造 成 土 壤 板结 （ 土 壤 缺 乏 有 机 质 ， 结 块 变 硬 的 现 象 ）  

长 时 间 施 用 单 一 化 肥 ， 会 造 成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下 降 ， 腐殖 质 不 能

得 到 及 时 地 补 充 ， 因 此 引 起 土 壤 板 结 和 龟 （ jūn  ） 裂 。  

 

✓  会 造 成 微 生 物活 性 降 低  

不 同 的 化 肥 对 微 生 物 的 活 性 影 响 很 大 ， 中 国 常 用 的 化 肥 以 氮 肥 为

主 ， 这 样 会 降 低 土 壤 中 微 生 物 的 数 量 和 活 性 ， 物 质 难 以 转 化 和 降

解 。  

 07 农 业 分 类  

按 部 门 ： 种 植 业 、畜 牧 业 、 林 业 、 副业 、 渔 业 ；  

 

按 投 入 多 少 ：  

✓  粗 放 型 农 业  

对 一 定 面 积 的 土 地 投 入 较 少 的 生产 资料 和 劳 动 ， 经 营 方式 粗 放 、

单 位 产 量 低 、 技 术 落 后 、 规 模 较 小 ；  

 

✓  集 约 型 农 业  

在 一 定 面 积 的 土 地 上 投 入 较 多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 集 约 型 经 营 方

式 、 单 位 产 量 较 高 、 技 术 较 先 进 、 机 械 化 程 度 高 ；  

 

按 产 品 用 途 ：  

✓  自 给 型 农 业  

是 为 满 足 本 国 或 本 地 区 的 需 要 ， 以 自 给 性 生 产 为 主 要 目 的 的 一 种

农 业 。 专 门 化 程 度 和 生 产 力 水 平 较 低 ， 生 产 规 模 小 ， 生 产 较 分 散

落 后 或 呈 孤 立 状 态 ， 产 量 小 ， 商 品 率 低 。  

 

✓  商 品 农 业  

是 在 商 品 经 济 条 件 下 ， 为 满 足 市 场 对 各 类 农 产 品 的 需 求 而 发 展 起

来 的 ， 以 商 品 性 农 产 品 生 产 为 目 的 的 农 业 。 生 产 经 营 比 较 集 约

化 ， 专 业 化 、 社 会 化 水 平 和 商 品 化 程 度 较 高 率 高 ， 农 产 品 商 品 产

量 较 大 。  

 

按 农 业 地 域 类 型 ：农 业 地 域 类 型 ， 是农 业⽣产 过 程 受 到技 术 、 经



济 和 地 域 性 限 制 条 件 联 系 ， 在⼀定 地域 范 围 内 形 成 的 具有 较 稳 定⽣

产 特 征 的 农 业⽣产体 系 。 有 下 面 几 种常 见 类 型 ：  

 

 

 08 其 他 常 见 农 业 类 型  

有 机 农 业 ： 重点 抓住 “ 有 机 ” 两 个 字， 在 生 产 中 采 用 有机 肥 或 机

饲 料 ， 完 全 或 基 本 不 用 化 肥 、 农 药 等 添 加 剂 。  

 

生 态 农 业 ： 重点 在于 “ 生 态 ” 两 个 字， 依 据 生 态 学 原 理和 经 济 学

原 理 ， 因 地 制 宜 地设 计 、 组 装 、 调 整和 管 理 农 业 生 产 和农 村 经 济

的 系 统 工 程 体 系 ， 能 获 得 较 高 的 经 济 、 生 态 和 社 会 效 益 的 现 代 化

高 效 农 业 。  

 

例 如 ： 南 方 “ 猪 — 沼 — 果 ” 生 态 农 业 模 式   

南 方 “ 猪 — 沼 — 果 ” 生 态 农 业 模 式 ,是 利 用 人 畜 粪 便 下 池 产 生 的 沼 气 做 燃 料 和 照

明 ， 利 用 沼 渣 、 沼 液 种 果 、 养 鱼 、 喂 猪 、 种 菜 ， 从 而 多 层 次 利 用 和 开 发 自 然 资

源 ， 以 养 殖 业 为 中 心 ， 联 动 沼 气 建 设 和 果 业 ， 形 成 生 态 农 业 模 式 。  

精 确 （ 准 /细 ） 农 业 ： 是 以 信息 技 术为 支 撑 ， 精 准 地 实施 一 整 套 现

代 化 农 事 操 作 与 管 理 的 系 统 ， 是 信 息 技 术 与 农 业 生 产 全 面 结 合 的

一 种 新 型 农 业 。  

 

例 如 ： 利 用 遥 感 、 G I S 系 统 对 土 壤 性 状 进 行 勘 查 ， 了 解 田 块 内 部 土 壤 性 状 与 生



产 力 空 间 分 布 变 化 ， 从 而 调 节 对 作 物 的 投 入 ， 调 动 土 壤 生 产 力 ， 高 效 利 用 各 类

农 业 资 源 。  

处 方 农 业 ： 是指 农场 主 在 购 买 化 肥 农药 之 前 ， 必 须 请 技术 人 员 到

现 场 勘 察 ， 根 据 农 作 物 的 长 势 、 病 虫 害 的 程 度 和 田 地 规 模 ， 得 到

化 肥 农 药 的 具 体 用 量 。 通 过 这 样 的 方式 ， 控 制 农 药 和 化 肥 的 使 用

量 。  

城 郊 农 业 ： 城郊 农业 的 主 导 因 素 是 市 场 。 以 城 市为 依 托， 利 用 地

处 城 市 周 边 地 区 的 优 越 地 理 位 置 ， 为 满 足 城 市 市 民 的 生 活 需 求 ，

提 供 鲜 活 农 副 产 品 的 农 业 ， 如 肉 、 蛋 、 奶 、 蔬 果 等 ， 具 有 经 济 单

价 较 高 、 保 质 期 短 等 特 点 。  

河 谷 农 业 ： 我国 青藏 地 区 ， 海 拔 高 ，热 量 条 件 较 差 ， 所以 青 藏 高

原 上 的 种 植 业 主 要 分 布 在 海 拔 稍 低 ， 水 热 条 件 稍 好 的 河 谷 地 区 ，

如 湟 水 谷 地 、 雅 鲁 藏 布 江 谷 地 。  

灌 溉 农 业 ： 灌溉 农业 是 在 干 旱 半 干 旱地 区 ， 因 为 降 水 较少 ， 主 要

依 靠 地 下 水 、 河 流 水 等 水 源 发 展 的 农 业 ， 在 我 国 主 要 分 布 在 西 北

地 区 的 河 套 平 原 、 宁 夏 平 原 和 河 西 走 廊 。  

绿 洲 农 业 ： 指分 布于 干 旱 荒 漠 地 区 有水 源 灌 溉 地 方 的 农业 ， 我 国

新 疆 、 甘 肃 等 地 都 有 绿 洲 农 业 的 分 布 。 也 称 为 绿 洲 灌 溉 农 业 ， 属

于 广 义 上 的 灌 溉 农 业 。  

立 体 农 业 ： 在地 势起 伏 的 高 海 拔 山 地、 高 原 地 区 ， 地 形条 件 复

杂 ， 海 拔 不 同 的 区 域 ， 水 热 组 合 也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所 以 根 据 自 然

条 件 的 垂 直 地 带 分 异 ， 灵 活 布 局 种 植 业 、 畜 牧 业 和 林 业 ， 宜 耕 则

耕 、 宜 林 则 林 、 宜 牧 则 牧 ；  

大 棚 农 业 ： 利用 塑料 薄 膜 进 行 覆 盖 、栽 培 作 物 的 农 业 ，尤 其 在 高

寒 地 区 、 沙 荒 及 干 旱 地 区 为 抗 御 低 温 干 旱 及 风 沙 危 害 起 着 重 大 作

用 。  

 

 

 

 



 

 09   一 起 来 做 题 吧 ～  

绿 肥 作 物 是 以 其 新 鲜 植 物 体 就 地 翻 压 或 沤 、 堆 制 肥 为 主 要 用 途 的

栽 培 植 物 总 称 ， 多 在 稻 田 、 棉 田 、 麦 田 、 果 园 、 茶 园 等 地 种 植 ，

除 用 以 改 良 土 壤 以 外 ， 也 可 作 为 饲 草 ， 或 作 为 覆 盖 作 物 栽 培 以 改

善 环 境 、 抑 制 杂 草 等 。 绿 肥 作 物 的 种 植 在 我 国 分 布 很 广 ， 有 间

种 、 套 种 、 混 种 、 插 种 等 多 种 种 植 方 式 ， 群 众 对 种 植 绿 肥 作 物 深

有 体 会 地 说 ： “ 种绿 肥 不 怕 不 得 收 ，只 怕 懒 人 不 开 沟 ”。  

1.我 国 南 方 的 茶 园中 ， 常 利 用 茶 园 行间 种 植 绿 肥 作 物 ，以 提 高 茶

叶 品 质 ， 其 原 理 是 ：  

A． 增 加 空 气 湿 度 ， 改 变 茶 园 小 气 候  

B． 减 轻 水 土 流 失 ， 增 加 土 壤 水 分  

C． 调 整 土 壤 温 度 ， 减 轻 冻 害 的 威 胁  

D． 抑 制 杂 草 的 生 长 ， 减 轻 病 虫 害  

 

2． 利 用 “ 温 室 效应 ” 原 理 ， 我 国 北方 地 区 冬 季 可 以 采用 大 棚 种 植

蔬 菜 、 花 卉 等 作 物 。  下 列 不 属 于 大棚 技 术 对 农 业 生 产的 影 响 的

是 ：  

A． 有 利 于 充 分 利 用 太 阳 光 能 ， 提 高 大 棚 内 的 温 度  

B． 有 利 于 保 持 、 调 节 大 棚 内 空 气 的  湿 度  

C． 有 利 于 提 高 光 照 强 度 ， 增 强 农 作 物 光 合 作 用  

D． 有 利 于 保 持 、 调 节 大 棚 内 土 壤 的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