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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nlong technology”, which could make the amount of loose soil increase by 1~2 times, water and 
oxygen double, available nutrients increase 10%~30%, salt reduce 20%~40%, methane and other 
gases reduce emissions by 10 percent, ground air humidity increase more than 10%, net photo-
synthetic efficiency of crops increase by 10%~30%, biomass increase by 20%~30%. The effect and 
stability of Fenlong were improved by increasing yield by 10%~50%, improving quality by 5%, 
preserving water by 1 time and improving ecology. Establishing a new study field—“Fenlong 
science” (or “Fenlong geoscience”) is firstl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larifying the theory and 
enriching the technology will provide a major platform for us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from over 7 billion to 10 billion and facilitate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ts research content includes full layer tillage and bottom layer tillage (meld til-
lag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cience, tillage science, crop cultivation science, wa-
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science (natural precipitatio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groundwater 
resources, etc.), the scien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aline-alkali land, the science of 
transforma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 the science of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desertification 
land, the scie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cience of eco-
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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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粉垄技术”能使土地松土量增加1~2倍、保水和氧气增加1倍、速效养分增加10%~30%、降盐

20%~40%、甲烷等气体减排10%、地面空气湿度提升10%以上和作物净光合效率提高10%~30%、生

物量增加20%~30%，具有作物增产10%~50%、提质5%、保水1倍及生态改善等效果与定力；本文首

次提出建立全新的研究领域——“粉垄学”(“粉垄天地资源学”)，研究内容包括粉垄全层耕、底层耕(遁
耕)及农机装备学、耕作学、作物栽培学、水资源利用学(天然降水、农田水利、地下水资源等)、盐碱地

改造利用学、宜耕退化草原改造学、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学、生态环境学、气候变化学和经济社会发展

学等，阐明理论、丰富技术，为承载全球人口由70多亿发展到100亿并助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提供重

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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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粉垄技术”(简称“粉垄”) [1] [2]，是一种通过“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比传统耕作加深 1~2 倍)且
一次性完成整地任务”的重大耕作变革，活化各种土地和土壤资源并带动天然降水、太阳光能及空气氧

气等“天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农业自然产出量增加和生态环境改善的技术；也是继人力、畜力、

拖拉机翻耕模式之后的“第四套”升级版农耕模式，它可全覆盖地对现有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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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与生态耕作。 
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粉垄学”(或“粉垄天地资源学”)，就能够充分挖掘和

利用“天地资源”，提供更多的优质食物来源、陆地水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全有望成为承载全球

人口由 70 多亿发展到 100 亿并助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重大平台，使人类实现绿色、永续发展，提供强

大的科学与技术支撑。具体意见，探讨如下。 

2. 粉垄颠覆传统，创造了全层耕、底层耕(遁耕)的耕作技术体系， 
可构建“大格局农业”和解决深层次问题 

2.1. 粉垄创造了全层耕、底层耕(遁耕)的耕作技术体系 

粉垄基于“超深耕深松(耕层 30~50 厘米)不乱土层”耕作理念，在人类史上创建了全层耕、局部(条
状)全层耕和底层耕(遁耕)耕作技术体系。全层耕，利用发明的“螺旋钻头”深旋耕、“上旋下犁双层”

超深耕等耕具耕作，在稻田[3] [4]、旱地[5] [6]盐碱地[7] [8]等应用；全层耕的局部(条状)耕，在果树、林

地、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等应用；底层耕，利用“倒‘T’型”等耕具，在地面以下 20~50 厘米区间进

行松土并可同时完成深层施肥，建立地下“土壤水库”、“土壤营养库”，既可不伤害地面植(作)物，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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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引其根系深扎，提高对干旱、高温、低温等不良环境的抵御能力，可应用于旱地作物从播种至幼苗

期、稻田上层免耕、退化草原保护、林果地行间、中药材地行间、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以及“底层耕”

与“全层耕”交替使用等[2] [9]。 

2.2. 可由“耕地农业”向“粉垄大格局农业”方向发展 

粉垄，不仅破解了深耕又深松、物理性低成本改造盐碱地等诸多世界农耕难题，也有望催生具有多

元性、绿色发展内涵的现代“粉垄农业”——由目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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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垄大格局农业”方向发展；而且，对存在的深层次问

题如国土立体空间扩展、土地资源科学利用、陆地水资源增贮、生态环境改善、气候变暖缓解、国民健

康保障、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前沿科学问题，获得不同程度的或整体合理的解决。 

3. 粉垄再次增量挖掘利用“天地资源”产生巨大的自然定力，有效促进农业增产、 
提质、增效 

3.1. 农耕模式演变过程，其科学本质就是不断增加数量利用“天地资源”的过程 

遵循自然，活化土地、土壤资源带动天然降水、太阳光能及空气氧气等“天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一直被人类所认识和利用，主要表现在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人力、畜力、机械耕作由浅型翻耕碎土到

不断加深耕作层并促进作物产量不断提升，其科学本质就是不断增加数量利用上述“天地资源”的过程。 

3.2. 粉垄挖掘利用“天地资源”产生新的自然性定力 

粉垄挖掘利用“天地资源”产生的自然性定力，包括地球表层宜耕土地松土量增加 1~2 倍；土壤保

水增加 1 倍以上；土壤氧气增加 1 倍以上；土壤速效养分增加 10%~30%；土壤降盐 20%~40% (土壤中有

害物质净化作用有待观察)；作物强根壮体生物量增加 20%~50%；作物净光合效率提高 10%~30%；土壤

甲烷等气体减排 10%以上；地面空气湿度提升 10%以上[1] [2]。 

3.3. 粉垄挖掘利用“天地资源”自然定力，促进作物增产、提质、增效 

粉垄“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重大耕作技术，是“天地资源论”在“量”的利用实现上重大突破，

表现在对耕地进行“超级耕作层”、“超级土壤水库”的构建，经广西、新疆、山东等 26 省(含 10 个省

盐碱地) 36 种作物应用，在不增用肥水条件下，具有增产 10%~50% (可视为每个作物提供增产 10%以上

的新品种 1 个或 1 个以上)并提质 5%、保水能力倍增及生态改善等功效。 
多省对 7 个作物验收结果显示：水稻，湖南、广西等 7 个点平均亩增 94.7 kg、增幅 18.6% [3] [4] [10] 

[11]；玉米，广西、陕西等 7 个点平均亩增 130 kg、增幅 20.5% [8] [12] [13] [14]；小麦，河南、陕西等 3
个点平均亩增 127 kg、增幅 31.4% [15] [16]；马铃薯，河北、甘肃等 6 个点平均亩增 883 kg、增幅 36.3% 
[17] (2017 年广西金光农场粉垄冬种马铃薯亩产 2203.2 kg，增产 79.7%)；甘蔗，5 个点平均亩增 1567 kg、
增幅 28.6% [6]。红薯，平均亩产 3131 kg，比对照平均亩增 103%。 

粉垄后第 13 季水稻仍增产 3.2%。稻谷硒、锌含量分别增加 78.14%和 15.99% [18]，甘蔗蔗糖分提高

0.22 度[1] [6]。马铃薯三年平均每年增收 23.14%。 

4. 粉垄仅单一综合技术，就可助力解决中国粮食、水资源、生态环境和国民健康 
等安全问题 

在中国，与粮食、水资源、生态环境和国民健康等的安全度密切相关的，是现有耕地、水利、良种、

化肥农药、农艺管理等农业资源与技术水平及政策性投入，这些因素整体已经到了一个处于“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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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常态性状态，长此以往，必将在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和国民健康水平下

降(尤其是生育能力下降)、国际贸易制约等复杂多变风险因素的影响下，进而会影响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令人忧虑。 

4.1. 粉垄可使耕地“向地下”要粮、要水 

粉垄是能够完全可打破中国目前靠 18 亿亩耕地平均耕层 16.5 厘米、松土量只有 1981 亿立方来养活

14 亿人口的困局，活化耕地犁底层及其以下土壤资源，全国粉垄耕地 10 亿亩、每亩增产 100 公斤计，

每年可增产粮食 1000 亿公斤，可多养活 2 亿人以上，同时使陆地增贮利用天然降水 1 倍以上。 

4.2. 粉垄可改造利用非耕土地资源 

中国有 15 亿亩盐碱地。粉垄改造盐碱地 3 亿亩，可增加粮食和其它农产品 1000 亿公斤；中国有 60
多亿亩草原，粉垄改造退化草原 15 亿亩，将有 30 亿亩的肉奶产出量，还为节约饲用粮食和减少内地养

殖污染带来诸多好处。 

4.3. 合理利用我国大江小河资源增产大量优质鱼类食物来源 

粉垄活化上述土地资源后，按“够吃就好”原则，使化肥农药逐步减少到占现行用量的 60%~70% (即
减施 30%以上)，可逐步修复耕地、推行绿色发展;可间接活化江河水体，使目前处于资源最大浪费之中的

全国大江小河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建议国家出钱投放鱼苗)，使之保障发电航运和促进自然性增产大量优质

鱼类产品，增加我国蛋白质食物来源。 

4.4. 实现陆地天然降水增贮倍增和生态环境改善 

上述 28 亿亩土地资源的粉垄活化耕层加深 1~2 倍(按每亩政策补贴 100 元计不足 3000 亿元)，按平

均 35 厘米计其松土量共达 6536 亿立方，比现有 18 亿亩耕地总松土量 1981 亿立方增加了 4555 亿立方，

增幅达 230% (可视为增加 2 倍“土壤水库”库容)，使我国每年增贮陆地天然降水量达 840 亿立方水(每
亩至少增储 30 立方水计)，对减少旱涝灾害，促进全国工业、城镇化和生态改善，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同时，地面作(植)物生物量增加 20%~50%、太阳光能利用率提高 10%以上等的固碳减排作用，被污染的

耕地、水体和空气将可逐步得以修复与改善，届时总体效应，就会实现“国富、民乐、天蓝、地绿”的

美景。 

5. 粉垄自然定力配套“粉垄学”研究，可充分利用“天地资源”破解世界难题—— 
使人类依天靠地实现绿色永续发展 

粉垄涉及面非常广泛，至少有：1) 直接对地上资源的耕地、非耕地(盐碱地、退化草原、荒漠化土地

等)等进行耕作利用，并关联影响到其土壤、土壤养分、土壤微生物、土壤盐分、土壤有害物质等；2) 对
天上资源的天然降水、太阳光能、雷电及空中营养物质沉降、空气氧气等的利用；3) 间接利用大江小河、

湖泊、近海水域等江河水体的鱼类及相关航运、发电等；4) 生态环境变化效应；5) 气候变化效应；6) 自
然灾害变化；7) 人体健康效应；8) 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等。 

我们依据上述情况，倡导建立“粉垄学”(或“粉垄天地资源学”)。 

5.1. “粉垄学”研究具“粉垄大科学”的学术意义 

1) 土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粉垄研究土的问题、土与环境的问题；2) 以粉垄为载体，进一

步认识自然、依靠自然、利用自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3) 粉垄挖掘“自然力”，借助自然之力解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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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自然和谐的发展问题；4) 粉垄学研究将衍生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新理论新技术。  

5.2. “粉垄学”的研究方向 

1) 粉垄耕作与资源活化利用的科学原理；2) 粉垄耕作土壤的理化及生态机理问题；3) 粉垄耕作机

械优化与智能化等问题；4) 粉垄技术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5) 构建连接国际的“粉垄大科学工程研究”。 

5.3. “粉垄学”的研究领域与对象 

1) 基于粉垄全层耕、底层耕(遁耕)的现代农机装备学；2) 基于粉垄的耕作学；3) 基于粉垄的作物栽

培学；4) 基于粉垄的水资源利用学(天然降水、农田水利、地下水资源等)；5) 基于粉垄的盐碱地改造利

用学；6) 基于粉垄的宜耕退化草原改造学；7) 基于粉垄的荒漠化土地生态重建学；8) 基于粉垄应用的

生态环境学；9) 基于粉垄应用的气候变化学；10) 基于粉垄的经济社会发展学。 
可以预期，粉垄、“粉垄学”研究，促进人类遵循自然，充分挖掘利用“天地资源”，更多的靠天

靠地，来解决人类自身生存的绿色和永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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