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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created a new discipline platform “Fenlong science”, based on the Fenlong tillage and cultiva-
tion techniques for the first time. We clarified new cultivation technique system including “super 
deep tillage and deep loosening but not disorderly soil” of “Full-plough layer farming” and “Bot-
tom plough layer farming”. Fenlong cultivation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ield increase of 
10%~50%,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doubled land water holding capacity in over 35 crops in 
more than 25 provinces. We clarified that “Fenlong science” theory had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eor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the forces of nature theory, the crop farming “library” + 
“source” double expansion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theory, etc. We pointed 
out that “Fenlong science” can resolve the science problem that how land and natural rainfall, the 
sun light energy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can be effectively activated and utilized, used in ara-
ble, saline-alkali soil, degradation of grassland, land desertification, orchard, forest, sponge urban 
law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gineering. We transformed traditional “land agriculture” to “Fenlong 
cultivated land + saline-alkali soil, degradation of grassland, l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e 
rivers water fishery” of “big gree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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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次在粉垄耕作与栽培技术的基础上，创建“粉垄科学”新的学科平台；阐明包括“超深耕深松不乱土

层”的“全层耕”、“底层耕”等耕作技术体系，并有25个省35种作物应用具10%~50%增产和提质保

水生态功效，初步阐明“粉垄科学”的理论有价值取向理论、农耕变革效应理论、自然力理论、作物“库”

“源”双扩増产提质理论等“粉垄科学”创建基础；指出“粉垄科学”可解决土地及天然降水、太阳光

能等自然资源如何高效活化利用的前沿科学问题，能对耕地及盐碱地、退化草原、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

宜耕果树行间、宜耕林木行间、海绵城市草坪和土地整治工程等进行全覆盖的耕作利用，可由传统“耕

地农业”向“粉垄耕地 + 盐碱地、退化草原、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江河水体渔业”的“大格局绿色

农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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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期，有媒体将粉垄耕作与栽培技术(原简称为“粉垄技术”或“粉耕技术”)，称之为“粉垄科学”；

在公开报道中，提升到这样的一个学术概念定位和内涵空间，标志着在自然科学的学科中，又增添了一

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所谓“粉垄技术”，是采用发明的粉垄耕作工具，按照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一次性完成整地任务，

并能适于盐碱地及非耕地等改造利用的耕作与栽培技术。它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由粉垄耕作机械

及其“全层耕”和“底层耕”耕作方式与栽培技术体系所构成，具有全新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学潜质，

创造了继人力、畜力、拖拉机整地之后“第四套”农耕新方法[1]，实现增产 10%~150%并提质保水生态，

解决了土地及天然降水、太阳光能等自然资源如何高效活化利用的前沿科学问题，未来人口增长对食物

来源和水资源需求的承载问题，以及促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的问题。这一新的科学领域，作为一门相对

独立的学科、一门新兴的科学与技术，由于起步较晚，仍有许多学术和未知的问题有待系统或深入探讨

与研究。粉垄科学的深入研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未来耕作科学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 

2. 粉垄科学研究背景、应用效果与科学内涵 

2.1. 粉垄科学的背景与起源 

本文作者，系粉垄科学的主要研究人、创始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几乎一辈子与土打交道，高中

毕业后 3 年务农栽稻中深知土壤对增产之重要；在 1978~1990 年负责《广西农业科学》期刊的“土壤耕

作”栏目，了解了土壤与农业的密切关系；2001 年后主持开展淮山药、木薯、马铃薯、红薯等薯类研究，

对土壤疏松、表皮结膜和紧实板结三种类型与作物产量相关性研究，发现其前者比后者依次具有 15%以

上的增产规律，表明农业的出路在于土、在于土壤的疏松与松土数量多少；多年对多省调查发现，中国

耕地耕层普遍浅薄，平均约为 16.5 厘米。基于这几十年的观察与研究，从木匠“螺旋钻头”钻木“成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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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屑”得到启示，于 2008 年发明并委托铁匠制造“螺旋型钻头”耕具，在同一块旱地，实施“刀耕火种

和人力、畜力、拖拉机、粉垄”5 种整地试验，在零施肥条件下其依次呈 8%以上增产规律，其中粉垄玉

米、花生比拖拉机耕作增产分别达 13.4%、17.9% [2]。由此，开启了粉垄科学研究的漫漫之路。 

2.2. 粉垄科学的增产效果 

2.2.1. 粉垄基础肥力(物理肥力) 
在零施肥条件下，水稻、玉米、小麦等在耕作当年，增产幅度达到 15%~30%，持续 6 年仍有 5%以

上的增产效果[3] [4]。 

2.2.2. 大面积应用效果 
经 25 个省区 35 种作物应用，稳定增产 10%~50% (中科院专家测试红薯增产 100%) [5]-[14]。多省经

专家验收：水稻，7 个点平均亩增 94.74 公斤、增幅 18.65%；玉米，7 个点平均亩增 130.43 公斤、增幅

20.54%；小麦，3个点平均亩增 126.90公斤增幅 31.42%；马铃薯，6个点平均亩增 883.31公斤、增幅 36.25%；

甘蔗，5 个点平均每亩增产 1566.86 公斤、增幅 28.57%。 

2.2.3. 粉垄改造盐碱地、退化草原效果 
中度盐碱地改造：在新疆、吉林、山东等 10 省试验，低度、中度盐碱地“淡盐”20%~40%、增产

20%~40% [15]。 
重度盐碱地改造：新疆尉犁县棉花增产 48.8%；山东东营含盐 9.2‰的重度盐碱地，经粉垄三次处理，

各土层土壤盐含量比例：0~20 厘米为 21.03%，20~60 厘米达 70%以上，2018 年 9 月经专家验收玉米鲜

重亩产 810 公斤、增产 73.0%，其玉米籽粒盐(钠)含量减少 20.81%；高粱生物总量平均每亩 8220 公斤、

增产 287.9%；冬种小麦目前长势良好。 
退化草原改造：内蒙古测定粉垄后 130 天，增草 116%。 

2.2.4. 旱地粉垄甘蔗亩增 1~3 吨 
2019 年 1 月 16 日，旱地粉垄雨养超高产示范，经专家验收，平均每亩原料蔗达 10.66 吨，比对照亩

增 3.19 吨、增幅达 41.34%；粉垄雨养宿根甘蔗大面积示范，平均亩产 8.87 吨，比对照亩增 2.34 吨、增

幅 35.82%，且田间蔗糖锤度比对照提高 0.75˚Bx (绝对值)，增幅 4.4%。通过粉垄破解了“三旱一低”(春
秋冬旱和冬春低温)制约单产提高的难题。 

2.3. 粉垄科学的科学内涵 

粉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科学内涵目前尚难以准确地描述概全。 
但是，粉垄科学的科学内涵，是利用发明的粉垄耕作机械、“全层耕”和“底层耕”耕作方式及其

栽培技术体系，创造继人力、畜力、拖拉机整地之后“第四套”农耕新方法——粉垄耕作与栽培技术，

科学地活化利用可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服务于未来人口增长对食物来源、水资源需求的承载问题，及

促使生态环境改善的问题。它具体由宏观理念与技术理论所构成。 

2.3.1. 粉垄科学的科学内涵宏观方面 
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遵循自然、利用自然出发，以颠覆传统耕作的“超深耕深

松不乱土层”耕作模式为技术载体，实行耕作与栽培、农机与农艺的重大变革，使之宜耕土地资源重新

调整活化与天然降水、太阳光能等自然资源的增量利用，使之更多的“物由天地来”，从食物来源保障、

生态环境支持上，大体实现“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养好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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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粉垄科学的科学内涵技术层面 
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一次性完成整地任务，比传统加深 1~2 倍，活化犁底层及其以下土壤资源，

旱地耕层深度 30~50 厘米，稻田 30 厘米，节施化肥 20%~30%仍使作物增产的技术(2017 年已被农业部列

入主推技术)。 

3. 粉垄科学的理论体系 

粉垄科学的相关理论阐明，部分已在《Soil & Tillage Research》等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几十篇论文，《中

国粉垄活土增粮生态》、《中国绿色高效粉垄农业》等专著 4 部中体现。 
关于粉垄科学的理论及其形成的理论体系，现进一步探讨如下。 

3.1. 粉垄科学的基本理论 

3.1.1. 粉垄科学的“价值取向理论” 
粉垄科学的创建，基于一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属性，基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至今的历史实践，

基于“宇宙生万物”、万物的存在均有其自然赋予生存的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遵循自然、

充分友好利用自然资源，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寻求人类生存发展之路——利用自然赋予的宜耕土地资源

及天然降水、太阳光能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为人类提供更多的优质食物来源、可利用的水

资源及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粉垄科学的“价值取向理论”。 

3.1.2. 粉垄科学的“农耕变革效应理论” 
土生万物，万物生长靠土壤；人类生存千万年，靠的是通过耕作工具变革一直在加深地球表层土壤，

深度由几厘米到十几二十来厘米，是“土壤利用量”效应来不断提升农作物产量；为此，农耕与农业的

发展基础性支撑，在于农耕变革，在于“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这就是粉垄科学的“农耕变革效应理

论”。 

3.1.3. 粉垄科学的“自然力理论” 
通过粉垄耕作与栽培，增量利用土壤及天然降水、太阳光能等天地资源，所产生的土地资源活化力、

自然治水力、自然肥力、自然改善生态环境力、自然活化利用江河水体力等“自然力”，这五种“自然

力”，就组成了粉垄技术体系性“自然力”[16]。这就是粉垄科学的“自然力理论”。 

3.1.4. 粉垄科学的“‘库’‘源’双扩増产提质理论” 
通过粉垄创造全新土壤生态环境，促进作物根系特别发达且深扎，抵御干旱高温低温等不良环境，

生长期内获得营养均衡供给、植株生长协调而健壮、植株体内有机物合成(如光合效率增加和淀粉等有机

物贮运速率加速)的来源扩大和贮存有机物的库容(经济性状如稻穂增长、稻谷数量增加)扩大，这“双扩”

的结果，带来作物实现单位面积上新的增产提质，为人类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优质食物来源。这

就是粉垄科学的“‘库’‘源’双扩増产提质理论”。 

3.2. 粉垄科学的理论体系 

随着粉垄耕作提升到“科学”层面，作为支撑未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研究领域最活跃、应用面最广

大、时效性最长远的科学与技术，必将形成并逐步完善其蕴含在内部的科学机理。 
支撑粉垄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粉垄科学的“价值取向理论”、“农耕变革效应理论”、“自然力

理论”、“‘库’‘源’双扩増产提质理论”等，形成了“粉垄科学”研究与应用的理论基础。其中，

作用力、影响力最大的是“自然力理论”，它将是解决未来“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的核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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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库’‘源’双扩増产提质理论”，是解决未来农作物栽培理论提升和建立“粉垄耕作栽培学”

的核心理论基础。 
因此，研究和阐明粉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推动“粉垄大科学工程”研究和解决世界高质量发展

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构建的粉垄耕作体系，能支撑“粉垄科学”的建立 

“粉垄科学”的建立，除了理论和理论体系，更需要切实可行的技术及技术体系的支撑。 

4.1. 粉垄耕作工具 

与广西五丰机械公司合作，研制并不断升级“螺旋型钻头”粉垄耕作机械，目前产品已定型量产。

近年又研发“上旋下犁”双层松土和“圆锯(齿)深松”等耕具。 
粉垄耕作机械，耕作效率、耗油成本等与拖拉机耕作相当，但耕作加深 1~2 倍。粉垄耕作工具的发

明与研制，刚刚起步，相信未来系列性、信息智能化，将更加符合“粉垄科学”建立的需求。 

4.2. 粉垄耕作模式 

基于我们提出的“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一次性完成整地任务”，以及构建“超级耕作层”和“超

级地下水库”的重大科学耕作理念，目前已经形成“全层耕”、“底层耕”的耕作模式，包括：粉垄全

层超深耕、局部(条状)全层超深耕、底部区域松土耕(遁耕)等 3 种类型耕作技术。“全层超深耕”耕作模

式，已经相应地在稻田、旱地、盐碱地等建立了耕作与栽培技术体系，在全国 25 个省 35 种作物应用取

得成功，增产幅度达 10%~50%，高的增产可达 1 倍左右[5]-[14]；“局部(条状)全层超深耕”模式，已经

相应地在果树、林地、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等建立了耕作与栽培技术体系，在多省核桃、柑橘等应用取

得成功，初产期增产幅度达 50%以上；“底耕”耕作模式，至少可应用于旱地作物播种至苗期耕作、退

化草原保护性生态耕作、宿根甘蔗保护性生态耕作、林果地行间保护性生态耕作等。 

4.3. 粉垄耕作技术体系 

粉垄机械结合构建“超级耕作层”和“超级地下水库”及土壤“淡盐”等，形成了“全层耕”、“底

层耕”的耕作与栽培技术体系，能对耕地及盐碱地、退化草原、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宜耕果树行间、

宜耕林木行间、海绵城市草坪和土地整治工程等进行全覆盖的耕作利用，可由传统“耕地农业”向“粉

垄耕地 + 盐碱地、退化草原、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江河水体渔业”的“大格局绿色农业”转变。 

5. 小结与讨论 

世界人口在不断增长，可用资源人均量不断在减少。有资料显示，几十年后，世界人口将由目前的

75 亿发展到近 100 亿，需要增加食物量 50%左右；目前尚有 9 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还有生态环境在恶

化，气候在变暖。因此，解决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当今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从粉垄技术的发明，到提升创建“粉垄科学”，从世界视野和应用价值看，是必要的、可行的。“粉

垄科学”研究与应用的任务是：以“价值取向理论”、“农耕变革效应理论”、“自然力理论”、“‘库’

‘源’双扩増产提质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以“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一次性完成整地任务”来构建

“超级耕作层”和“超级地下水库”的重大科学耕作技术为支撑，形成了“全层耕”、“底层耕”的耕

作与栽培技术体系，对耕地及盐碱地、退化草原、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宜耕果树行间、宜耕林木行间、

海绵城市草坪和土地整治工程等进行全覆盖的耕作利用，朝着由传统“耕地农业”向“粉垄耕地 + 盐碱

地、退化草原、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江河水体渔业”的“大格局绿色农业”发展方向转变，解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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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造福于人类。 
“粉垄科学”的建立，是一件新生事物。必将吸纳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其中研究，必将引起人们认识、

思维和理念的转变，促进农耕、农业乃至生态环境、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科技进步，促进粉垄科学时代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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