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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明确中国典型生态区保护性耕作主体模式及农户采用情况，并揭示影响农户采用的因子。【方法】在典
型生态类型区－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成都平原、西北绿洲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区，通过农户一对一的问卷
调查，获取原始数据，统计分析影响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因子。【结果】研究发现，华北平原和成都平原

农户保护性耕作采用率较高，东北平原和西北绿洲区相对较低;不同区域均有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保护性耕作模
式，其中东北平原宽窄行留高茬交替休闲种植及破茬合垄耕作模式、华北平原玉米秸秆还田旋耕播种小麦和小麦
秸秆还田免耕直播玉米、成都平原稻草覆盖地免耕种植小麦或油菜或马铃薯等作物的保护性耕作模式具有明显的
增产效果。数据分析表明，作物产量增加、政府示范与宣传引导、邻里效应等是吸引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
主要原因，而机具不配套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结论】由于不同区域的生态因子和生
产条件的差异，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要因地制宜，针对主要限制因子，选择合适的技术模式，采用有效的
宣传推广手段，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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