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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姜黑土是淮北地区面积最大的中低产土壤，其

土壤的不良属性和气候的叠加影响，制约着淮北砂姜

黑土区农业的持续发展，经过牪牥年的综合改良，砂姜

黑土的不良属性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也不断的提高。但随着本区农业的发展，复种指

数由牨牴牱牳年的牨牭牭％上升到现在的牨牴牨％，粮经作物

比例上升为牱牴∶牪牨，土地种与养的矛盾日益突出，且

没有适合当地畜牧业发展的饲料作物。牨牴牴牰年—

牨牴牴牳年，在“六五”几种牧草栽培适应性试验的基础

上，选择农田种植紫花苜蓿以养为主及粮－豆 （粮、

经、饲兼用型）种养结合模式进行研究，目的是探索适

宜淮北砂姜黑土区的多元种植制度，发展农区畜牧业

生产，以期促使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的提高，达

到种养结合、培肥改土的目的。为同类型区农业种植

结构布局的调整与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牨 材料与方法

牨牣牨 研究的材料

紫花苜蓿为多年生豆科草本植物。根系强大，入

土深，牨年生牴个月的幼株根长已达牪牣牱犿，盛产期可

深入牭犿以下土层。根瘤主要集中于牭～牫牥犮犿土层

内的支根上。在淮北砂姜黑土区春、秋季播种长势较

好，生长年限可达牨牥～牪牥年，但盛产期只有牭～牰年，

产量最高的时期是播种的第牪～牬年。紫花苜蓿对土

壤选择不严，但耐旱不耐涝，苗期不耐寒。据测定，盛

花期鲜草含犖为牥牣牭牰％，犘牪犗牭牥牣牨牳％，犓牪犗牥牣牫牨％，

粗蛋白质牫牣牴％，粗脂肪牥牣牳％，是一切青饲料中最有

价值的牧草，不仅营养成分丰富，而且单位面积产量

高。紫花苜蓿牨犺犿
牪的粗蛋白质总量大约要比牨犺犿

牪

大豆（籽实与茎叶总和）高出牨倍多。鲜草可直接喂

羊、牛、猪、兔等牲畜，且适口性好，也可制成苜蓿粉，

作为饲料中植物性蛋白添加剂。本试验紫花苜蓿的品

种是涟水苜蓿。

其它主要作物小麦、玉米、大豆、豌豆、甘薯、水

稻、黑麦品种分别为牳牳牥牪、单玉牨牫、新六青、中山青、

徐薯牨牳、牳牫－犇、冬麦牱牥，为当地品种。

牨牣牪 研究方法

试验在蒙城马店试验站试验区进行。不同作物产

量的测定采用试验观测、大田与农户调查的综合平均

数据。人工、化肥、无机肥、农药、种子、机械费用等投

入量，按试验区农户生产水平计算，各折能系数用《农

村技术经济手册》（修订本）（牨牴牳牭），各农作物产品的

价格按牨牴牴牳年分别统计计算。

牨牣牫 试验设置

试验设置牰种种植模式：Ⅰ小麦－玉米（犆犓），Ⅱ

小麦－大豆，Ⅲ 紫花苜蓿，Ⅳ 黑麦－甘薯，Ⅴ 蚕豆－

玉米，Ⅵ 豌豆－水稻。

牪 结果与分析

牪牣牨 不同种植模式的作物产量

从表牨可以看出，不同种植模式的作物产量有一

定的差异。一方面是各种植模式的人工辅助能投入量

不同以及不同地块种植而造成的产量差异；另一方面

是各作物收获的部分及计量不同，作物种类也不同。

因此，不同作物配置方式的作物产品无法直接进行比

较，在转换成能量和价值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对比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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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综合效益为目标，选择农田种植紫花苜蓿以养为主及粮－豆种养结合种植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单作紫花苜蓿综合效益最高，豌豆－水稻、蚕豆－玉米分列第牪、牫位，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为改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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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 小麦 玉米 大豆 水稻 甘薯 紫花苜蓿 黑麦草
蚕豆 豌豆

鲜豆荚 鲜草 鲜豆荚 鲜草

Ⅰ 牭牣牥牫 牬牣牰牭

Ⅱ 牬牣牴牫 牪牣牫牴

Ⅲ 牰牫牣牪牭

Ⅳ 牰牣牴牱 牪牳牣牭牥

Ⅴ 牰牣牳牱 牨牥牣牨牭 牨牭牣牪牫

Ⅵ 牱牣牭牰 牱牣牪牪 牪牨牣牰牱

表牨 各种植模式的经济产量（狋牤犺犿
牪
）

牪牣牪 不同种植模式经济效益分析

牪牣牪牣牨成本投入情况 牰种种植模式中以Ⅳ模式成本

投入量最高，为牭牨牬牴元牤犺犿
牪
，Ⅲ模式最低为牫牴牭牭

元牤犺犿
牪
牗见表牪牘牞各种植模式的成本投入量顺序依

次为Ⅳ牼Ⅰ牼Ⅵ牼Ⅴ牼Ⅱ牼Ⅲ。从这结果看出，含有

豆科作物的种植模式Ⅱ、Ⅲ、Ⅳ、Ⅴ、Ⅵ的化肥农药的

使用量比模式Ⅰ的使用量分别减少牭牣牫％、牫牥牣牳％、

牪牣牳％、牪牣牭％、牪牣牴％，这是由于豆科作物氮肥用量减

少而使总成本减少的原因之一。机械费用除模式Ⅲ之

外，都为一年两熟轮作方式，因此，模式Ⅲ的机械费用

较低为牨牬牭牥元牤牗犺犿
牪
·年牘，其它种植模式也有不同

的差别，相差在牪牪～牨牫牪元牤牗犺犿
牪
·年牘之间，模式Ⅰ

机械费用最高为牨牱牭牪元牤牗犺犿
牪
·年牘。种子费用因种

子价值不同而有差别。

牪牣牪牣牪各种植模式的经济效益 各种植模式的总产

值为各种植模式的籽实价值和秸秆折算为价值的总

和，模式Ⅲ为牭年平均鲜草产量，鲜草以牭犽犵折算成

牨犽犵小麦籽粒和牨犽犵秸秆价值之和。模式Ⅴ、Ⅵ以鲜

豆荚折为产值，以当地市场价折算，鲜草折算同模式

Ⅲ。由表牪可看出，牰种不同种植模式的总产值以模

式Ⅲ最高为牪牨牨牪牭牣牭元牤犺犿
牪
；模式Ⅵ居第二位为牨

牳牱牭牣牨元牤犺犿
牪
，其排序为Ⅲ牼Ⅵ牼Ⅴ牼Ⅳ牼Ⅰ牼Ⅱ；

纯收入模式Ⅲ最高，为牨牱牨牱牥牣牭元牤牗犺犿
牪
·年牘，模式

Ⅰ最低为牨牨牥牭牪牣牰元牤牗犺犿
牪
·年牘。模式Ⅱ、Ⅵ需人工

摘鲜豆荚，鲜草割刈晒干碾碎；模式Ⅵ需插秧，模式Ⅲ

一年牫～牬次割刈晒干碾碎用工较多，因此模式Ⅲ、Ⅵ

用工分别为牰牨牭，牰牳牳日牤犺犿
牪
，比其它模式用工多。劳

动生产率相应受到影响，但由于模式Ⅲ总产值高，虽

然用工较多一点，劳动生产率还是最高为牪牱牣牴牪元牤

牗劳力·日牘，各种植模式劳动生产率由高到底依次为

Ⅲ牼Ⅳ牼Ⅴ牼Ⅵ牼Ⅱ牼Ⅰ。产投比由高到低依次为

Ⅲ牼Ⅵ牼Ⅴ牼Ⅱ牼Ⅳ牼Ⅰ。

牪牣牪牣牫不同种植模式的能量转化 由于模式中作物

种类较多，进行产量和经济效益比较易受市场价值的

影响，现将对各种植模式进行能量转换分析。各种植

模式的人工辅助能包括无机能（农机具、柴油、农用

电、化肥和农药），有机能（劳力、畜力、种子等）（见表

牫）。由表牫可知，各模式有机能投入均大于无机能投

入，这主要是将部分的秸秆和豆科鲜草作为绿肥或过

腹还田所致。这也是为了保持地力，实行农牧结合，达

表牪 各模式的经济效益比较

种植模式 总产值
成本牗元牤牗犺犿

牪
·年牘牘

合计
纯收入

元牤牗犺犿
牪
·年牘

用工

年牤犺犿
牪

劳动生产率

元牤牗劳力·日牘
产投比

化肥农药 机械费用 种子

Ι 牨牰牨牰牭牣牰 牪牱牭牫 牨牱牭牪 牰牥牳 牭牨牨牫 牨牨牥牭牪牣牰 牭牴牭 牨牳牣牭牳 牫牣牨牰

Ⅱ 牨牰牪牨牭牣牱 牪牰牥牳 牨牰牭牥 牭牱牥 牬牳牪牳 牨牨牫牳牱牣牪 牭牱牰 牨牴牣牱牱 牫牣牫牰

Ⅲ 牪牨牨牪牭牣牭 牨牴牥牭 牨牬牭牥 牰牥牥 牫牴牭牭 牨牱牨牱牥牣牭 牰牨牭 牪牱牣牴牪 牭牣牫牬

Ⅳ 牨牰牴牫牫牣牳 牪牰牱牭 牨牱牳牥 牱牫牬 牭牨牬牴 牨牨牱牬牬牣牳 牭牫牪 牪牪牣牥牳 牫牣牪牰

Ⅴ 牨牱牬牥牨牣牬 牪牰牳牫 牨牰牪牥 牰牬牭 牬牴牬牳 牨牪牬牭牫牣牬 牭牱牥 牪牨牣牳牭 牫牣牭牪

Ⅵ 牨牳牱牭牬牣牨 牪牰牱牬 牨牱牫牥 牭牭牥 牬牴牭牬 牨牫牳牥牥牣牨 牰牳牳 牪牥牣牥牰 牫牣牱牴

表牫 各种植模式的能量转化率 牗牨牥
牨牥
犑牤犺犿

牪
牘

种植模式
人工辅助能投入 总产

出能

总产出能 总产出能 总产出能 年光能利用率

牗％牘

土壤有机质增量

牗％牘无机能 有机能 合计 总投入能 有机能 无机能

Ⅰ 牫牣牰牴 牱牣牥牬 牨牥牣牱牫 牪牴牣牴牨 牪牣牱牴 牬牣牪牭 牳牣牨牨 牨牣牨牬 牥牣牬牨

Ⅱ 牫牣牬牭 牭牣牱牭 牴牣牪牥 牪牫牣牳牬 牪牣牭牴 牬牣牨牭 牰牣牴牨 牥牣牴牨 牥牣牳牨

Ⅲ 牨牣牰牳 牭牣牰牫 牱牣牫牨 牪牭牣牳牨 牫牣牭牫 牬牣牭牳 牨牭牣牫牰 牥牣牴牳 牪牣牭牰

Ⅳ 牪牣牥牱 牱牣牳牱 牴牣牴牬 牪牰牣牫牴 牪牣牰牭 牫牣牫牭 牨牪牣牱牭 牨牣牥牨 牥牣牬牱

Ⅴ 牪牣牴牳 牳牣牱牭 牨牨牣牱牫 牪牴牣牰牥 牪牣牭牪 牫牣牫牳 牴牣牴牫 牨牣牨牫 牨牣牥牫

Ⅵ 牫牣牥牳 牴牣牰牨 牨牪牣牰牴 牫牨牣牫牳 牪牣牬牱 牫牣牪牰 牨牥牣牨牴 牨牣牨牴 牨牣牫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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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培肥改土目的的需要。种植养地作物是改良远离村

庄土壤，弥补施用有机肥较少的重要手段，也是中低

产土改良，培肥措施的精华所在。总投入能以Ⅵ模式

最多为牨牪牣牰牴×牨牥
牨牥
犑牤犺犿

牪
，其次是Ⅴ模式，其它排序

为Ⅰ牼Ⅳ牼Ⅱ牼Ⅲ。在各种植模式中，对化肥的需求

不同，无机能的投入也有很大差异，小麦、玉米、黑麦

犖肥需要量较多，而豆科植物却相对较少。总产出能

以模式Ⅵ最高为牫牨牣牫牳×牨牥
牨牥
犑牤犺犿

牪
，由高到底的顺

序为Ⅵ牼Ⅰ牼Ⅴ牼Ⅳ牼Ⅲ牼Ⅱ。能量产投比顺序为

Ⅲ牼Ⅰ牼Ⅳ牼Ⅱ牼Ⅵ牼Ⅴ，由以上分析可知，能量投

入大的产出能不一定就大，这是由于在种养结合的模

式中，种植豆科植物，充分利用了豆科植物的固氮作

用，投入的无机能较少的缘故，如模式Ⅲ。

光能利用率是作物对日光能利用情况的指标，与

作物的种类及作物生育期的长短有关。不同种植模式

对日光能的利用效率也不相同。淮北砂姜黑土区年均

太阳有效辐射量为牪牣牰牪牪牭×牨牥
牴
犑牤犿

牪
。从表牫可知，

年光能利用率模式Ⅵ最高，为牨牣牨牴％，依次为Ⅵ牼

Ⅰ牼Ⅴ牼Ⅳ牼Ⅲ牼Ⅱ。由此可见，模式Ⅵ、Ⅰ、Ⅴ各作

物的生育期较长，而模式Ⅰ、Ⅴ光能利用率较高的原

因是有高秆高光效作物———玉米。模式Ⅲ年光能利用

率较低的原因是割刈的影响及夏季生长不旺而导致

的。

牪牣牫 各种植模式对中低产土的培肥改土效果

种植豆科植物具有良好的培肥改土效果。在

牨牴牴牰年作物种植前和牨牴牴牳年作物收获后，各种植模

式各采土样测试容重、土壤有机质、全犖、碱解犖、全

犘和速效犘化验分析后，结果见表牬。由此可知，各模

式的土壤物理性状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土壤养分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土壤容重减少在牪牣牳％～牨牥牣牭％，有

机质增加牥牣牬牨％～牪牣牭牰％之间。土壤全犖和碱解犖

除模式Ⅰ、Ⅳ之外，增长的幅度都显著，而速效犘的

增幅却不显著。其培肥改土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作物与

豆科作物一年两熟的种植结构中豆科作物的根系留

在土壤内，有利于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和养分的提高。

牪牣牬 不同种植模式的综合效益评价

种植模式的好坏，不能单从某一方面来确定，从

表牭可看出，模式的经济产量、光能利用率、能量、经

济效益等指标的排列顺序各不相同，很难判断哪个模

式的好坏。根据高效持续农业发展的要求，从农业的

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进行综合评判，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前提，兼顾生态和社会效益，因此，在考虑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所占的权重上，应以经济效益为

重，综合专家评估，采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权重分

别为牥牣牪、牥牣牰、牥牣牪。

经济效益包括总产值、纯收入、产投比；生态效益

取光能利用率和土壤有机质增率；社会效率只取劳动

生产率，单权重见表牭。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各种

植模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牰种种植模式的综

合效益为Ⅲ牼Ⅵ牼Ⅴ牼Ⅳ牼Ⅰ牼Ⅱ。Ⅲ、Ⅳ、Ⅴ、Ⅵ均

为农牧结合模式，经济效益高。也可看出，单种紫花苜

蓿在鲜草盛产期内在农区农田种植是可行的；Ⅳ、Ⅴ、

Ⅵ模式为粮饲型，从综合效益看，比模式Ⅰ好。模式

Ⅴ、Ⅵ是以鲜草计价，其效益受市场的影响，在种植时

表牬 不同种植模式对砂姜黑土的培肥改土效果

种植模式
容重牗犵牤犮犿

牫
牘 有机质牗犵牤犽犵牘 全氮牗犵牤犽犵牘 碱解氮牗犿犵牤犽犵牘 全磷牗犵牤犽犵牘 速效磷牗犿犵牤犽犵牘

牨牴牴牰 牨牴牴牳 牨牴牴牰 牨牴牴牳 牨牴牴牰 牨牴牴牳 牨牴牴牰 牨牴牴牳 牨牴牴牰 牨牴牴牳 牨牴牴牰 牨牴牴牳

Ⅰ 牨牣牬牫 牨牣牫牳 牨牣牫牱牬 牨牣牫牳 牥牣牴牳 牨牣牥牳 牨牣牥牱牫 牨牣牥牱牳 牥牣牪牭 牥牣牪牱 牬牣牫牱 牬牣牳牰

Ⅱ 牨牣牬牨 牨牣牫牱 牨牣牫牪牴 牨牣牫牬 牨牣牨牱 牨牣牫牴 牨牣牥牳牨 牨牣牨牴牨 牥牣牪牥 牥牣牨牴 牬牣牱牳 牭牣牱牫

Ⅲ 牨牣牫牴 牨牣牪牰 牨牣牬牰牪 牨牣牭牥 牨牣牪牬 牨牣牫牭 牨牣牥牥牫 牨牣牪牱牳 牥牣牪牴 牥牣牫牨 牬牣牥牳 牬牣牨牪

Ⅳ 牨牣牬牭 牨牣牫牰 牨牣牬牬牫 牨牣牬牭 牨牣牥牨 牨牣牥牫 牥牣牴牥牨 牨牣牥牫牬 牥牣牨牳 牥牣牪牨 牬牣牭牱 牬牣牰牥

Ⅴ 牨牣牬牥 牨牣牪牴 牨牣牫牭牰 牨牣牫牱 牨牣牨牱 牨牣牪牭 牨牣牨牥牱 牨牣牪牰牫 牥牣牪牫 牥牣牪牫 牭牣牥牫 牭牣牱牥

Ⅵ 牨牣牬牫 牨牣牪牱 牨牣牬牨牥 牨牣牬牫 牨牣牫牥 牨牣牫牪 牨牣牥牥牱 牨牣牪牪牱 牥牣牨牰 牥牣牪牥 牬牣牫牱 牬牣牭牱

表牭 不同种植模式的评价指标值

种植模式
生态效益牥牣牪牥 经济效益牥牣牰牥 社会效益牥牣牪牥

综合效益 排位
光能利用率牥牣牱牭 土壤有机质牥牣牪牭 总产值牥牣牪牥 纯收入牥牣牰牥 产投比牥牣牪牥 劳动生产率牨牣牥

Ⅰ 牨牣牨牬 牥牣牬牨 牨牰牨牰牭牣牰 牨牨牥牭牪牣牰 牫牣牨牰 牨牳牣牭牳 牥牣牭牳牫牰 牭

Ⅱ 牥牣牴牨 牥牣牳牨 牨牰牪牨牭牣牱 牨牨牫牳牱牣牱 牫牣牫牰 牨牱牣牱牱 牥牣牭牰牳牨 牰

Ⅲ 牥牣牴牳 牪牣牭牰 牪牨牨牪牭牣牭 牨牱牨牱牥牣牭 牭牣牫牬 牪牱牣牴牪 牥牣牳牥牱牨 牨

Ⅳ 牨牣牥牨 牥牣牬牱 牨牰牴牫牫牣牳 牨牨牱牬牬牣牳 牫牣牪牰 牪牪牣牥牳 牥牣牭牳牳牭 牬

Ⅴ 牨牣牨牫 牨牣牥牫 牨牱牬牥牨牣牬 牨牪牬牭牫牣牬 牫牣牭牪 牪牨牣牳牭 牥牣牰牫牥牳 牫

Ⅵ 牨牣牨牴 牨牣牫牱 牨牳牱牭牬牣牨 牨牫牳牥牥牣牨 牫牣牱牴 牪牥牣牥牰 牥牣牰牰牫牪 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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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

牫 结果与讨论

牫牣牨 利用砂姜黑土区远离村庄农田种植多年生紫花

苜蓿从综合效益分析是可行的。这种种植方式在发展

饲料生产，形成牛、羊、猪等牲畜的规模养殖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紫花苜蓿是在皖北砂姜黑土区农牧结合以

养地为主的种植结构布局调整与优化中首选的饲料

作物。

牫牣牪 粮经饲型种植模式的豆科作物蚕豆和豌豆是很

好的经济饲料、肥兼用作物，其鲜豆荚是良好的蔬菜，

经济价值高，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经济的发

展及中低产土壤的培肥改良起到积极作用，蚕豆－玉

米，豌豆－水稻等种植模式是用养结合的种植模式，

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牫牣牫 用养结合种植模式在实施推广时应注意如下几

点：（牨）以紫花苜蓿盛产期为标准，牭年为牨周期，轮

换种植不同地块，达到养地目的；（牪）根据养殖规模确

定种植面积，避免因干草粉过多没有市场而造成损

失；（牫）紫花苜蓿、蚕豆、豌豆荚，应形成规模种植，以

达到提高效益，发展农村经济的目的。（牬）长期采用同

一种植模式对土壤各元素平衡有一定的影响，以养地

为主的模式应以提高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产量为目

的，为社会提供更多农产品，达到用地养地的目的，使

农业高效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牶

犤牨犦邓聚龙 牣龙色控制系统犤犕犦牣武汉牶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牞

牨牴牳牭牣牫牬牳－牫牱牬牣

犤牪犦焦 彬 牣中国绿肥犤犕犦牣北京牶中国农业出版社 牣

犤牫犦齐巽浩 牣能量投入产出研究在农业上的应用犤犑犦牣农业现代化研

究牞牨牴牳牬牞（牬）：牨牭－牪牥牣

犤牬犦闫晓明牞何传龙牞等 牣不同有机物料对砂姜黑土培肥改土的效果

犤犑犦牣安徽农业科学牞牨牴牴牴牞牪牱（牨）：牫牰－牫牱牣

犤牭犦武继承牞王秋杰牞等 牣开封砂地试验区不同作物种植方式的综合效

益评价犤犑犦牣生态学杂志牞牨牴牴牴牞牨牳（牨）：牫－牳牣

作者简介牶

张祥明牗牨牴牰牬—牘，男，助研，在职研究生。主要从事持续农业和农

村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参加国家和省重点攻关课题牪项。发表

论文牨牥余篇。

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犅犲狀犲犳犻狋狊狅犳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犘犾犪狀狋－犛狅犻犾犛狔狊狋犲犿狊狅狀犅犾犪犮犽 犕犲犪犱狅狑犛狅犻犾犪狋犎狌犪犻犫犲犻犛犺犪犼犻犪狀犵犃狉犲犪

犣犎犃犖犌 犡犻犪狀犵犨犿犻狀犵牞 犛犝犖 犢犻犨狓犻犪狀犵

牗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犛狅犻犾犪狀犱犉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牞犃犃犛牞犎犲犳犲犻牞牪牫牥牥牫牨 犆犺犻狀犪牘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牶犃犻犿犻狀犵犪狋犲狀犺犪狀犮犲犿犲狀狋狅犳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牞犲犮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狊狅犮犻犪犾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牞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犱犲犪犾狑犻狋犺狅狏犲狉犲狓狆犾狅犻狋犪狋犻狅狀

犪狋犎狌犪犻犫犲犻狊犺犪犼犻犪狀犵犫犾犪犮犽 犿犲犪犱狅狑狊狅犻犾牞狊犲狏犲狉犪犾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犿狅犱犲犾狊狔狊狋犲犿狊狊狌犮犺犪狊狊犻狀犵犾犲犾狌犮犲狉狀犲牞犵狉犪犻狀犮狉狅狆狊－犾犲犵狌犿犲犺犪狏犲

犫犲犲狀犻狀犻狋犻犪狋犲犱牣犐狋犺犪狊犫犲犲狀犳狅狌狀犱狋犺犪狋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狊犻狀犵犾犲犾狌犮犲狉狀犲犺犪犱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狆狉狅犳犻狋牞狆犲犪狊－狉犻犮犲狉狅狋犪狋犻狅狀

狆犪狋狋犲狉狀犪狀犱犫狉狅犪犱犫犲犪狀狊－犿犪犻狕犲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狆犪狋狋犲狉狀狊狉犪狀犽犲犱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犪狀犱狋犺犻狉犱牞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牣犐狋犻狊狊狌犵犵犲狊狋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

犿狅犱犲犾犿犪狔犫犲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狕犲犱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犾狅犮犪犾犲犮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狉犪犻狊犲犫犲狀犲犳犻狋牣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牶狊犺犪犼犻犪狀犵犫犾犪犮犽 犿犲犪犱狅狑狊狅犻犾牷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牷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犫犲狀犲犳犻狋牷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农业环境与发展》牪牥牥牥年增刊

———无农产品生产、开发与管理专辑出版发行

农产品的环境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了总结我国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开发与管理经验，促

进全国无公害农产品事业的发展，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于牪牥牥牥年牨牨月编辑出版了《农业环境与发展》

增刊———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开发与管理专辑。该书收录了全国各地无公害农产品的开发与管理经验、生产技

术与评价；部分省、市、自治区已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牗蔬菜牘管理办法；无公害农产品及生产资料企业名录。本

书的出版将为我国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全书牪牥万字，每册牨牪元。欢

迎业内外人士积极订阅。

汇款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牫牨号 《农业环境与发展》编辑部 邮编：牫牥牥牨牴牨

联 系 人：潘淑君 胡 梅

电 话：牥牪牪－牪牫牰牱牬牫牫牰 传 真：牥牪牪－牪牫牫牰牱牨牫牴 犲犿犪犻犾牶犮犪犲犱犂狆狌犫犾犻犮牣狋狆狋牣狋犼牣犮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