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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全书以农业各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设卷。
卷由条目组成。
    二、条目按题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第一字同音时，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声调顺序排列；第一字同音同调时，按笔画多少顺序排
列；同音同调且笔画相同时，按起笔的笔形（横）、（竖）、（撇）（点）、（折）的顺序排列；同
音同调同笔同起笔笔形时按第二字的音、调顺序排列，余类推。
条题由拉丁字母、俄文字母、希腊字母或数码开头的，排在末尾。
    三、绝大多数条题后附有对应的英文。
       四、各卷正文前设本卷条目的分类目录，供读者了解内容全貌或查阅一个分支或一个大主题的有
关条目之用。
为了保持学科或分支学科体系的完整并便于检索，有些条目可能在几个分类标题下出现。
    五、有些条目的释文后附有参考书目，供读者选读。
    六、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到其他条目，需由其他条目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方式。
所参见的条题在本释文中出现的，用黑体字排印。
所参见条题未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另加“见”字标出。
    七、条目释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外国组织机构名，一般用汉语译名，后附原文。
    八、一部分条目在释文中配有必要的插图。
彩色图片按内容分类编成若干帖插页，顺序插入卷中。
    九、正文书眉标明双码页第一个条目及单码页最后一个条目第一字的汉语拼音和汉字。
       十、各卷正文后均附有该卷全部条目的汉字笔画索引、外文索引和内容索引。
    十一、本书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或尚未统一的，从习惯。
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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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凡例农业机械化条目分类目录 农业机械化（见卷首文章）   [各国的农业机械化]    中国的农业机械
化    日本的农业机械化    印度的农业机械化    泰国的农业机械化    埃及的农业机械化    苏联的农业机械
化    匈牙利的农业机械化    波兰的农业机械化    德国的农业机械化    英国的农业机械化    法国的农业机
械化    意大利的农业机械化    美国的农业机械化    加拿大的农业机械化    澳大利亚联邦的农业机械化  
种植业机械化    小麦生产机械化    水稻生产机械化    玉米生产机械化    棉花生产机械化    薯类生产机械
化    大豆生产机械化    花生生产机械化    甜菜生产机械化    甘蔗生产机械化    蔬菜生产机械化    果品生
产机械化    茶叶生产机械化    橡胶园机械化  林业机械化  畜牧业机械化  蚕业机械化  养蜂业机械化  渔
业机械化  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标准化  农业航空    农业飞机    航空播种装置    航空植保设备  农业机械
化管理    农机经营形式    农业机械销售服务    农业机械安全监理    农业机械化区划    农业机械化规划    
农业机械化法规  农业机械化技术经济  [农业机械工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中国拖拉机制造业    中国
内燃机制造业    中国农业机具制造业    中国农业机械配附件制造业    中国农机修造业  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研机构]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洛阳拖拉机研究所    上海内燃机研究
所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附：彩图目录正文索引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条目
外文索引  内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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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机械动力能来源于风能、水能或燃料。
风力、水力自然能源的利用仅是物理机械能的传递，而燃烧能源则需通过热能——机械能转换。
后一类动力机械的发明发展仅200年历史，而对农业生产却起着革命性影响。
 利用水能作为提水灌溉的动力，中国大约在7世纪前就使用筒车，唐代陈廷章的《水轮赋》对筒车的
运转有详细描述。
当时的筒车又称水机，现在甘肃称为天车。
水力用于加工，西汉末桓谭在其《新论》中描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杜诗于东汉初作水排，进一步用水轮为动力鼓风化铁。
元代王祯《农书》的农器图谱中列举利用水力的提水加工机组10多项。
巴比伦和埃及在古代亦利用水流驱动水轮进行灌溉和加工。
欧洲在4世纪时，已有3千瓦的水轮出现，主要用于磨坊加工。
从16世纪起水轮成为西欧工业化准备基础的最重要的原动力。
18世纪法国最大水轮的功率约为56千瓦，到19世纪中叶已超过100千瓦，大于当时蒸汽机的功率。
现代在中国丘陵山区仍使用有小型水力发电装置。
 风能在中国应用于农业生产，见于17世纪明末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记载当时江苏扬州一带已经
普遍用风轮（风车）驱动龙骨水车。
波斯在公元前2世纪用竖轴风车直接转动石磨。
中东在11世纪已广泛应用风车，13世纪由十字军传人欧洲。
荷兰于14世纪起对风车的设计制造有很大改进，单座风车功率达35千瓦，用于排水和磨粉。
此后陆续发展成为油坊、纸坊、锯坊的动力，19世纪中叶发展到9 000座。
美国于19世纪中叶起在农村曾建起600万座小风车，其中多片式风车占多数，用于提水供家庭和畜禽饲
养，单座功率约0.5千瓦，后期螺桨式风车用于发电，功率约1千瓦。
从20世纪40年代起，随着农村电气化的发展，风车逐步减少，但偏僻地区仍在使用，到70年代估计
有15万台。
 机械动力利用矿物燃料和电力作能源，可以提供使用方便可靠而功率更大的动力。
蒸汽机在少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曾一度用于脱粒、提水和犁耕（称蒸汽犁，当时尚未出现“拖拉机”
一词），但在19世纪末即被新出现的内燃机所取代。
20世纪20年代起在工业化国家中，汽车、拖拉机和电力网在农村中开始普及，内燃机和电动机几乎全
部代替了人和役畜在农业生产中纯机械性的耗能劳动，改变了几千年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由于矿物燃料资源有限，而且污染环境严重，目前人们日益重视风力、水力等自然能源的研究和开发
。
 工作对象按照动力对工作对象施力的作用性质，主要有三类：①土壤和土地的整理加工。
进行犁耙中耕培土等常规作业、荒地开垦和林地草场更新时，动力主要消耗于土壤的切割、翻动和破
碎。
以耕翻中、重壤土，耕深25厘米为例，每亩土壤加工量达220吨，纯耗功2.5千瓦小时（容重取1.32，犁
耕比阻取5.5牛／厘米2），实际功耗将2倍于此值。
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土地平整、沟渠埂埝开筑、暗沟施工等，动力主要耗用于土方的开挖、搬移和整
理。
②物料输送。
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物料和产物往返于各作业现场（秧田苗圃、大田、脱谷场、饲养场等）、各储
存点之间的田间运输量，在以人畜力为主的情况下，其用工量往往占生产全过程总用工量的一半。
农业的非田间运输往往也使用同一农用动力。
水为作物生长和禽畜饲养所必需，除利用自然条件外，需用动力输送补给；低洼地区的过多积水又需
动力提升外排。
水的灌排是农业生产中耗能主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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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产品的收集处理。
机械动力的应用有多种形式，最广泛应用的是切割，包括谷类、牧草及经济作物的收割和切碎，剪毛
，森林采伐等；块根块茎的收获采用掘取辅以切割；滚轧用于果穗摘取和苞叶剥离；振动用于果品收
获和分离清选；挑拨用于谷类捡扶和牧草摊集；压捆压制用于牧草收获；冲击和摩擦用于脱粒和砻碾
；真空用于收取。
此外物料在作业中的转移采用螺旋输送、带式输送等不同形式。
随着动力和机具的发展，田间联合作业应用日趋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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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机械化卷》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农业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为
基础，组织农业科学界和有关部门的专业工作者进行撰稿、审稿；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讲求书稿质量，贯彻百科体例，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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