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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good soil qua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layer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soil improvement meth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oil fertility,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nd pests, and promoting crop yield increas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land cultivation layer. Firstly, an overview of soil reconstruction was provided,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illage	layer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crop	yield.	Further	elaborated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illage layer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al crop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ultivation layer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oi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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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用地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土壤的良好质量，而耕作层重构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壤改良手段，在提高土壤肥力、减少
病虫害发生、促进作物产量增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用地耕作层重构技术的应用研究。概述了土壤重构的概述，
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农作物产量的增加等方面分析了耕作层重构技术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了耕作层重构技术在不同农
业作物中的应用效果。耕作层重构技术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未来发展方向，为农业生产和土壤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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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产业，而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

础。耕作层作为土壤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直接影响着作物的

生长和发育。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粮食需求的增加，如何

有效地利用农业用地，并提高土壤的肥力和产量成为当前农

业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

2 土壤重构概述

土壤重构概述涉及土壤的综合改良来提高其生产力。

对土壤进行深入的理解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先要进行

土壤剖析来确定土壤类型选择合适的改良方法。接下来，根

据土壤的具体情况，选择并施用适当的改良材料，如有机物

料、石灰、肥料等，以调整土壤的 pH 值、提高有机质含量

和养分水平。

改良材料施用后，采用深翻物理方法对土壤进行重组

改善结构促进根系发展，还要实施合理的土壤管理措施，如

保持适宜的水分和温度条件、控制杂草、病虫害、定期监测

土壤状况等，来维持土壤重构的效果 [1]。

3 耕作层重构技术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耕作层重构技术是农业领域中一项重要的技术手段，

在下文中将探讨耕作层重构技术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

分析其在不同方面的作用。

3.1 提高土壤肥力
耕作层重构技术对土壤肥力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比

如说采取有机肥替代化肥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

含量，有机肥的使用不仅补充土壤养分，还能改善土壤的物

理以及生物性质，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升土壤肥

力。具相关研究表明，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是一种重要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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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显著提高作物产量，施用有机肥还可以增加土壤保水保肥

能力，为作物的生长提供持续的养分支持。

3.2 减少病虫害发生
另一个耕作层重构技术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减少

病虫害的发生，通过调整土壤结构耕作层重构技术可以改善

土壤环境减少病虫害的滋生。例如，在耕层重构对小麦籽粒

镉累积的影响的研究中，耕作层重构技术被证明具备降低镉

（Cd）污染的潜力，降低了风险并保障了作物的品质。还

有一点，耕层重构技术影响田间杂草及病害早衰的情况。根

据某项田间试验显示，耕层重构可以明显地减少田间杂草的

生长，有效控制病害的发生为作物的生长创造更为清洁的生

长环境。

3.3 提高作物产量
作为农业生产的最终目标之一，提高作物产量一直是

农业领域关注的焦点。优质的耕作层结构是作物生长关键因

素，对提高作物的产量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精准耕作等措

施，耕作层重构技术为作物提供更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最大

限度地发挥作物的生长潜力从而实现提高作物产量的目标。

3.4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耕作层重构技术的实施还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采用耕作层重构技术实现土壤的持续改良，减少对化学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实现农业的生态循环化发展，有助于实现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 作层重构技术在不同农业作物中的应用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优质耕作层的构建是提高作物产

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作层重构技术，已成为现代农

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4.1 技术原理
快速构技术即重构技术，建耕地优质耕作层的技术是一

项创新的土壤改良方法，它着眼于提升土壤的生态功能和农

业生产力。该技术基于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原理，采用木本泥

炭腐殖质材料和活性有机材料，通过“相似增效”原理，模

拟天然肥沃土壤的有机质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木本泥炭基腐

殖质材料和易分解有机材料分别扮演了土壤有机质中难分解

和易分解两个关键角色。通过添加生物激发调理剂激活这些

材料再通过耕翻混匀，有效地构建了耕作层的结构层次 [2]。

这一系列操作促进了土壤中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形成

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土壤有机质、团聚体和生物活

性的协同作用，快速提升了耕层的肥力，为农作物的生长提

供了充足的养分和良好的生长环境。

4.2 技术优势
快速性：快速构建耕地优质耕作层的技术具有显著的

快速性特点，它极大地缩短了传统的土壤培育过程，不需要

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项技术能够在短短 1~2 年的时间

内基本完成土壤的培育过程，能够提高土地的农业生产力。

长效性：该技术还具有显著的长效性，木本泥炭腐殖

质材料以其良好的稳定性而著称，一次性投入后它能够在土

壤中赋存长达 10~20 年，为农作物的长期生长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实效性：实效性方面该技术已经通过了田间试验的严

格验证的示范，并且已在广泛的区域进行了推广应用，即投

入当年即可见效。而且也展示了其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巨大潜力。

4.3 主要材料
天然木本泥炭腐殖质材料：天然木本泥炭腐殖质材料

是一种富含腐殖质的优质土壤改良剂，它有稳定性有机质含

量超过 85%，腐殖酸含量超过 50%，阳离子交换容量（CEC）

高达 107cmol/kg。通过电镜扫描分析观察到其微观结构与土

壤有机质相似，意味着它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结构增加土

壤的保水透气功能，增强土壤的缓冲性。

功能性：它能提升土壤中稳定性有机质的含量，降低

土壤容重提高土壤孔隙度，改善土壤板结现象，它还能增加

土壤中的腐植酸含量，降低土壤的电导率（EC 值）提高土

壤的阳离子交换容量（CEC），木本泥炭腐殖质材料还能增

加土壤的持水量，增强对土壤 pH 的调节能力，提高土壤微

生物的数量促进土壤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3]。

环保性：在环保性方面，天然木本泥炭腐殖质材料的

重金属含量低于土壤背景值，不含虫卵、病菌、抗生素、草

籽等有害物质，因此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是一种绿色环保的

土壤改良材料。

4.4 案例分析

4.4.1 案例 1：国土行业
在当前中国国土资源管理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宅基地复垦”“全域整治”以

及“矿区生态恢复工程”等政策和技术应用越来越受到政府

的广泛重视。在吉林、陕西、山东、浙江、江西、河北、江

苏等 7 省份，8 种土壤类型的新垦 / 复垦耕地和中低产田上，

连续 3 年的试点和中试示范表明，通过实施“增减挂钩”、

“占补平衡”等技术，不仅提高了耕地质量，也显著增加了

农作物的产量。试点区 3 年多点平均产量水稻 635kg/ 亩，

玉米 753kg/ 亩，土壤有机质、土壤团聚化度、土壤生物活

性均有大幅提升，重金属含量则低于土壤自然背景值。

在技术应用成效方面，通过构建优质耕作层，试点区

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分别比对照组增产 50% 和 65%。这一显

著的增产效果，充分证明了技术应用在提高耕地产出效率方

面的有效性。另外土壤在经过技术处理的耕地中，土壤有机

质含量增加 0.6~1.1 倍，土壤团聚化度提高 4%~11%，土壤

生物活性大幅提升。不仅对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更好的土壤

环境还对增强土壤的持水性、透气性和抗侵蚀能力等具有积

极作用。通过该技术应用，耕地中的重金属含量得以控制在

低于土壤自然背景值的水平，这对于保障粮食安全、防止重



210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8卷·第 09 期·2024 年 09 月

金属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张洪程院士、孙九林院士、徐明岗研究员等 7 位专家

对本技术转化成果进行了现场验收，并给予高度评价。农业

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对吉林通榆千亩中试示范区

进行调查评价，基于《耕地质量等级》标准，得出项目区总

体耕地质量等级为 6.97 等，比周边对照农田耕地质量等级

高出 2.0 等。这一评价结果不仅证实了技术应用的有效性，

也为进一步推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4.4.2 案例 2: 农业行业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日益增长，粮食安全尤其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在此背

景下，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特别是改造中低产田、改善贫瘠

土壤地力、建设高标准农田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为此，中信中向合资集团与农业农

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展开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共同开

展了一系列耕地质量建设与评估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培肥田间试验成为关键的技术手

段之一，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于 2021 年 4 月

发布的《关于协助做好 2021—2023 年高标准农田与宅基地

复垦地快速培肥田间试验工作的函》（耕地评价函 2021-46

号）中明确指出，将联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向

集团公司等单位，在全国范围内的十个省份开展试验工作。

这些省份包括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

山西、天津和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覆盖中国东

中西部不同地理，在通过试验示范探索出一套适用于不同区

域的耕地地力提升的最佳实践。

试验的主要内容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宅基地复垦地

的地力快速提升技术。比如科学施肥、合理轮作、深翻松土、

有机物回收利用等，试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

构和养分状态提高耕地农作物的产量。

据 2021—2023 年间的试验数据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各试验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产量、土壤质量等级均获得了

显著提高。例如，吉林试点的产量提升幅度在1.61%~24.78%，

有机质提升幅度在 2.39%~13.96%，其耕地质量等级比周

边对照农田提高了 0.21 个等级。这些数据不仅展示了试验

技术的有效性，同时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

做法。

除了直接的产量和土壤质量提升以外，试验还在环境

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了积极作用。提高土壤有机

质含量有助于提升土壤的团粒结构，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

力，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这对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试验还关注到了耕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

了耕地质量保护的长期性呼应了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

于土地资源保护的高度重视。另外，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耕地质量改造的深入推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还将带动乡

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都将

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忽视的积极成果，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率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

在这一系列的试验实践中，中信中向合资集团与农业

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的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

双方的资源整合技术共享，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

的思路。

5 展望未来耕作层重构技术的发展方向

未来耕作层重构技术的发展方向一直备受关注，下面

探讨未来耕作层重构技术的发展方向。

5.1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农业领域发展的重要引擎，智慧

农业被认为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精准施肥灌溉，还有无人机巡田等一

系列高效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还能够改善农产品质量推动农业

产业升级。

5.2 区域适应性
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作物种类等因素都会对耕作

层重构技术的应用产生影响，因此一套适用于某个地区的技

术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个地区。

在考虑区域适应性时，要充分了解各个地区的特点，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耕作层重构技术的应用方式。例如，在干

旱地区通过引入节水灌溉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 而

在湿润地区采用排水设施的技术来提高作物的产量，进一步

带动耕作层重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5.3 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是推动农业领域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展望

未来耕作层重构技术的发展方向中，政策支持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加大科研投入等方式，推动

耕作层重构技术的研发。除了政府层面的支持，社会各界也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企业加大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推动农

业现代化进程，科研机构可以加强对耕作层重构技术的研

究，而农民则通过接受相关培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更好

地应对未来农业发展的挑战。

6 结语

耕作层重构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壤改良方法，在提

高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提高作物产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深入研究和应用，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农业生产中

的作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希望论文的探讨能够为相

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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