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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业资源与植物生活因素
2.1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农业生产的过程就是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的过程。资源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各种农产品都是来自资源中的能量和营养物质。作物产量越高必然要从资源中获取越多的物质。

农业资源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2.1.1.农业资源的类型



第二章 农业资源与植物生活因素
2.1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1）自然资源,通常指由土地、地貌、土壤等构成的土地资源；由地表水和地下水构成的水

资源；由各种动、植物构成的生物资源；和由光、温、降水等因素构成的气候资源。

（2）社会资源，包括人的劳动及劳动工具；化石燃料、其他动力和运输机械、资金；化肥和

农药等.



每项农业资源及其组成因素各有其特殊规律外，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特点是研究
农业生产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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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农业资源的基本特性及合理利用

2.1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农业资源的有限性及其经济利
用

农业资源的可更新性及其合理
利用



农业资源的有限性及其经济利用

  影响作物产量的自然资源，如太阳辐射能、热量、降水、耕地面积、土壤肥力、灌溉水，以及
社会资源的人口、劳力、畜力、农业机具，肥料和资金等，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其数量多少虽

有不同，但在一定时间内都具有一定的数量。即数量上是有限的；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利用
资源的能力和范围也都是有限的.



农业资源的可更新性及其合理利用

  农业与工业发展都需要资源。工业许多资源如矿石、原料、煤炭、石油等

能源，其埋藏量随开采而减少，是不可更新的资源。农业生产所转化的

资源如太阳辐射能、水和空气等资源在合理利用与管理下,可以年复一年不断

供应。土壤的肥力、草原的牧草、森林的树木，河流与海洋的水产品等，在

生产消耗后，通过适当管理，资源也可以不断更新。



在农业生产中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利用与土壤肥力的不断

更新，夺取高产的同时必须注意恢复地力,破坏土壤肥力

不仅是降低产量，也会造成土壤侵蚀,如干旱地区的风蚀

和湿润地区的水蚀,尤其是半干旱地区，干旱、低产、滥

垦、水土流失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土壤肥力的恢复比湿润

地区要缓慢而且困难得多。

农业资源的可更新性及其合理利用



2.2植物生活因素

 植物是生长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或吸收利用环境资源的某些成分，或以某资源为依托。

环境条件中对植物最重要的是植物所必需的生活因素，生活因素的优劣对农作物生产的效果

影响很大。所谓环境，是指植物居住地周围一切条件因素的总和.如大气、水、

岩石、土壤及其他生物等。

第二章 农业资源与植物生活因素

2.2.1 生活因素学说



  对植物生活起作用的所有的环境因

素，植物的生态条件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植物生活所必需的光、热、

水、气和无机盐等；第二部分虽不是

植物生活所必需，而其存在和量的多

少对植物生活有影响，如风，有毒元

素、人及一些动物。

植物的生态条件 植物的生存条件

指植物生活所必需的环境因素的总
和。即上述的第一部分，又叫“生
活因素”。

2.2植物生活因素



2.2 植物的生活因素
2.2.2生活因素的规律

植物的生活因素不尽相同,但都遵循生

活因素的一般规律。揭示它们之间的

内存联系及规律,为植物生产环境条件,

是事关建立合理的种植制度的一项重

要任务。
（1）基本生活因素同等重要与
不可代替性

（2）限制因素定律

（3）因素的综合作用定律



(1)基本生活因素同等重要与不可代替性

植物只有在光、热、水、气矿质营养元素等生活因素时间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光
是太阳辐射能的体现,是植物绝不能欠缺的能量来源；热是绿色植物的生活动能，只有在温度适
宜的范围内，植物才能顺利地进行全部的生命活动；水是绿色植物的重要组成成分，是一切生
命的媒介；气指大气和土壤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它们都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养料和条件；矿质
营养元素作为能的载体是构成有机物质的基础。总之,植物生活因素的每一方面都是植物生命活
动不可欠缺的,它们对植物生活的作用各具有重要的特点,相互之间是不能代替的。即使植物对它
们要求的数量悬殊很大，但从重要性上看缺一不可。例如植物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水（占植物
重量70～90％），微量的铁（仅占植物重量0．0004％左右），但两者在植物生理功能方面都
是同等重要的.植物生长发育不可欠缺的矿质营养包括氮、磷、钾等大量元素和铁、镁、硼、钼
等微量元素.不论大量元素还是微量元素，它们对植物的生理功能也是同等重要的.总之植物生活
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被其他因素所代替，也没有一个因素能够代替另一个因素。



但是，生理上的同等重要，不能与生产中的各生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等同起来.水和铁在生理上是同等重要不可代替的；而生产实践中满足

植物需要的大量水分,要比满足微量的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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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因素定律

植物生活因素之间有着某一因素不足限制植物对其他因素的利用现象,进而影响到产量水平。故

植物产量和生长发育是由处于相对最低数量的因素所决定，其被称为“限制因

素”。这个现象叫做“最低因素法则”或“限制因素定律”.

限制因素定律告诉我们,调控和改善限制因素就成为农业生产中的至关重要的任务。我国北方旱

作农区水分不足是生产的限制因素,南方湿润农区季节性的水分过多成为渍涝也是生产中的限制

因素，对此，北方旱作农区注重蓄水保墒[bǎo shāng]，南方湿润农区注重防洪排涝，都是因

地制宜地解决水分成为“生产中限制因素的常务工作。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着的，矛盾总是转化的，农业生产中的“限制因素”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动。

旱作农区欠缺水分、限制作物产量增长，水是“限制因素”。而在修渠打井发展灌溉，克服水

分不足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肥料状况与水利化后的生产条件不相适应，此时，



  肥的问题激化为生产的主要矛盾.就此，要不遗余力在肥的问题上开源节流，广开肥源、

合理用肥。而在克服肥料不足这一生产限制因素的过程中，注重了氮素肥料，相当程度地

忽视磷素肥料；或是抓了肥料三要素，忽略了微量元素，如此等等，均会导致肥料要素之

间不成比例，成为限制因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一个在

发展中不断解决生物种群生命需要与环境供求矛盾的过程，是一个永不停顿地克服“限制

因素”的过程.



农业资源与植物生活因素
(3)因素的综合作用规律

植物的各种生活因素对植物的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综合的影响植物的生

长发育。19世纪的沃利尼黑麦实验，典型充分地揭示了因素的综合作用。

沃里尼在黑麦的盆栽试验中、探索水、肥、光三个因子对植物的影响。试验分三组，每组四个

试盆。每盆装以等量的相同土壤，其中三个试盆不施肥，并分别保持土壤最大持水量的20%、

40％、80%的湿度，每组的第四个试盆施入足够量的完全肥料,并保持60%的湿度。在整个试

验期间，三组试盆分别置于用黑纸遮光（弱光）,用白色纸遮光（中光）和不加任何遮光（强

光）的温室中.

试验表明，在植物其他的生活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增加一个因素的数量，该因素等量增加时，

效益是递减的；如果同时增加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的数量，则上述单一因素递加时，产量递减

的现象则逐步消失，相反地出现了产量急剧上升的现象。



由此可见，在各种生活因素综合作用下，在各种生活因素综合作
用下，作物产量显著地增长。因此，从因素综合作用律进一步说
明,要想获得作物的高产，必须要有综合的观点，采取综合农业
技术措施，经常地同时满足作物对全面生活因素的要求。如果只
是孤立地改变某一个因素,而企图获得全面持续增产，不但是不
经济的，而且增产潜力也很有限,且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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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控制植物生活因素的途径

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基本生活因素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原因是作为农业的自然资源存在

于环境中。按照它们的基本来源可概括为两个基本类型。

（1）宇宙因素 来自太阳的，以光热辐射为主体的能量形态的生活因素.

（2）土地因素 来自土壤中的矿质营养元素，以及依托于土壤的水分、空气等物质形的生活因

素。

现阶段，以光热辐射为主体的宇宙因素,虽难实行人工调控，但世界各国农区的光热资源存在的

数量都很充裕，并未因此成为农业发展的障碍.以土壤矿质营养、土壤水分、土壤空气等为主体

的土地因素存在量虽然有限，但可人工调控，使之符合植物生长需要。



宇宙因素虽然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但对某一地区来说年际辐射量总是稳定的，季节分

布总是有规律的。可按某地的光热条件,配置相宜的作物种群、种植体系和种植方式,创造新的植

物种，进行保护栽培、温室栽培等。都是提高光热资源转化率的有效途径。一句话，对宇宙因

素主要是积极适应和利用.

土地因素供求关系经常处于不平衡的变动状态.必须通过人为的方式予以调整.现阶段,农作物产量

高低不单纯取决于品种的生产潜力，也不单纯取决于栽培管理的技术水平，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土壤水分、养分数量的供不应求。在商品生产日益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经常和普

遍．因此，补充营养物质，进行土壤耕作管理是农业增产丰收的特别重要的基础和途径.总之，

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土地因素，人们最好是尽量保证和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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