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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我以农业问题为轴心，致力于土壤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
从1991年开始，我以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要研究方向，结合研究课题培养博士生。
先从研究挖掘土地农业生产潜力人手，随后研究农业资源优化配置及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研究工作逐
步深入与提高，至今已17年，已有20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还有5位在学。
鉴于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滞后是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瓶颈问题之一，1994年经福建省农业办公室
立项，我们在福建省漳浦县大南坂农场设立试验区研究农业资源优化配置，1999年研究成果通过验收
，效益显著。
2000年福建省漳浦县马坪镇政府邀请我们为其做生产规划，主动要求应用该成果。
借此机会，我们在该镇建立博士生实践基地，实施产、学、研相结合。
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我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物理学上的“耦合”原理应用于农业资源优
化配置上。
将分散、单一的农业资源要素进行耦合开发利用，并引进新要素，使其优势互补，发挥农业资源系统
耦合的优势，从而进一步挖掘农业资源的生产潜力，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效益。
同时，学习任继周院士在北方草原地区和干旱半干旱地区研究农业系统耦合的系列成果，充分分析了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精华所在地——南方地区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的结构、功能和特点。
认为南方地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丰富，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复杂，农业生产、管理水平也较高，农业生产
系统可以实行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及涉农服务业的全面耦合。
马坪镇地处厦门市（我国东南港口城市）的周边，是近郊农村的典型，属南亚热带气候，生物多样性
丰富，拥有南亚热带作物生长的独特条件和我国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许多优势。
选择其作为试验区开展以突出特色农业为特点的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研究，预期会取得比北方草原地区
更为明显的耦合效益。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把这一研究列入重点项目，实施结果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随后，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把本研究成果列入可转化为生产的项目推介，并给予资助在生产上
推广。
在此过程中，我们在农业资源系统耦合技术、机制、理论与定量化评价等方面又做了进一步探讨，以
期对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的理论与实践有所推动。
何绍福、姚成胜两位博士生先后参加了这个研究过程。
何绍福博士的研究工作时间是2001～2005年，针对马坪镇农业资源的实际情况，研究农业资源系统耦
合模式。
运用GIS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马坪镇农业资源耦合系统的动力学模型，为马坪镇农业
结构的优化提供方案，并建立了马坪镇农业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姚成胜博士的研究工作时间是2005～2008年，定量评价了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的生产力，又采用能值理
论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的生产效益，并研究了福建省农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
化。
两位博士生查阅大量文献，认真实践，顺利地完成了他们的学位论文。
本书是在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整合、提炼、充实、提高而成的。
这项研究持续7年，如果包括前期的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研究项目，则达1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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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资源系统耦合模拟与应用》全面论述了农业系统耦合的结构、功能和特点，提出了农业系
统耦合的基本理论体系。
以我国南方地区近郊农村典型的马坪镇为案例，研究该区域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的模式，从农业资源系
统耦合的资源背景、结构合理化和系统耦合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与评价了农业资源系统耦合模式，
并定量评价了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运用GIS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对马坪镇农业资源系统耦合进行了动态模拟，为其农业结构的
调整提供了优化方案，并建立了马坪镇农业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从时空两方面定量分析了福建省农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变化。
书中展示了农业资源系统耦合研究的薄弱点、难点和生长点。
根据研究成果，提出了推动农业资源系统耦合利用的策略。
　　《农业资源系统耦合模拟与应用》可供农业科学、资源科学、地理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领域
的科技与教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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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农业系统耦合的理论基础　　农业系统耦合是一种多学科交叉、广泛联系农业生产实际
、运用当代高新科学技术、拓展农业开发空间的理论与方法，是一种集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为一体的资源综合高效利用的新型农业开发模式。
因此，农业系统耦合的理论是构建在农业系统科学理论、生态学理论和资源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
与其他学科一样，农业系统耦合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反过来指导实践。
农业系统耦合的实践受其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其理论。
　　2.1　农业系统科学理论　　2.1.1　农业系统耗散结构理论　　在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研究的基础上
，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Prigogine）于1969年提出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揭示，当一个系统处于开放状态，在该系统从平衡态到远离平衡态的演化过程中，一旦
系统的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通过涨落，该系统就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混乱状态
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
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与维持，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沈小峰，1987）。
农业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即农业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具有非线性特征，系统通过与
环境进行不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产生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动态平衡，从而使系统保持一种时间
、空间及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吴文良，1994）。
这种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的结构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受外界微小扰动的影响。
农业系统耦合的建设就是要在新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调整和控制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状态，使农业系
统达到新的、远离平衡态的、稳定的有序结构。
此时，农业耦合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协同发展的密
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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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资源系统耦合模拟与应用》是在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整合、提炼、充实、
提高而成的。
这项研究持续7年，如果包括前期的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研究项目，则达1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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