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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中部干旱带农业实践》以一个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视角，对多年来中部干早带农业发展
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提炼，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旱带现代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对推广农业新技术、发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以及做人做强无公害农产品和绿
色环保食品等问题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对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干旱山区农业结构调整等具有
较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书中所介绍的许多早作实用生产技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简单、易学、管用，对促进农民
增收必将起到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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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儒龄，汉族，1958年10月生，宁夏海原县人。
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农艺师。
先后任海原县兴隆乡科技副乡长，海原县农业新技术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县农业与科学技术局科技服务中心主任等。
现为政协中卫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海原县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被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续聘为区专家团成员。
　　工作之余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和科技新闻作品近百篇，在区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专业技术
论文10多篇。
多次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曾获部级奖2次，厅级奖6次。
县上表彰奖励5次。
曾被中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特色农业科技服务先进个人”，中卫市“十佳科技人才”，被中国
科协评为“全国农村科普先进个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宁夏中部干旱带农业实践>>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宁夏中部干旱带农业发展简史第一节 我国古代农业对世界农业的贡献一、河姆渡文化二、有
机农业三、古代农业“四大发明”四、对世界农业的影响第二节 宁夏中南部山区原始农业考古发现一
、旧石器时代二、新石器时代三、刀耕火种四、宁夏中南部山区原始农业考古发现主要种类第三节 内
涵丰富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存——菜园文化遗址一、调查和发现二、明显的农业定居性质三、自然环
境较当今温暖潮湿四、旱作农作物已广泛种植五、在劳动中创造和使用工具六、摆脱单纯狩猎开始农
牧并重的生活第四节 古代农业简述一、商周时期二、春秋战国时期三、秦汉时期四、魏晋时期五、隋
唐时期六、宋夏时期七、元朝时期八、明朝时期九、清朝时期第五节 近代农业简述一、清朝末年二、
民国时期第二章 建国后山区农业发展成就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农业在探索中缓慢发展一、农业体制发
生了重大变革二、各阶段在不断进行探索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
有了较快发展一、农业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二、宁夏中南部山区实行扶贫优惠政策三、改革开放给山
区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第三节 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一、水浇地的基本建设二、川、台、
坝地的基本建设三、水平梯田建设四、隔坡梯田建设五、水土保持建设第四节 土壤改良提高了作物产
量一、土壤普查与土壤分类二、主要土壤的利用和改良三、土壤肥力评价及低产田改良第五节 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一、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二、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区域优势特
色种植有力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四、综合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增强⋯⋯第三章 切实加强农业基础
地位第四章 优化生态环境离不开农林牧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第五章 农业资源利用与作物布局调整优
化第六章 有机旱作农业技术是山区农业发展的方向第七章 区域优势特色种植成为弄明增收新亮点第
八章 推广农业适用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第九章 食品营养多样化离不开小杂粮第十章 推广油料种植
技术使山区“油盆”盛誉再度第十一章 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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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提出建议，自治区政府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宁夏中部干旱带进行保护性耕作的试验、研究、加
强我区保护性耕作试验研究、示范工作方面的支持力度。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我区中部干旱带上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实施工程节水、管理节水、农艺节水、生物节水措施相配合的战略　　干旱成为21世纪和
未来的世界性难题，如何提高有限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植物自身的水分利用率，特别是通过生物节
水和工程节水及农艺措施相配合，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国民经济，成为当前和未来的研究点问题。
　　宁夏中部干旱带农艺节水潜力很大，与工程节水措施相比，重视的程度还不够。
我区应该加大农艺节水方面的研究、推广资金的投入，开展上规模的试验示范，使节水潜力变为现实
。
利用已有的农业节水科研成果，进行土地整治、地膜覆盖、秸秆还田、深耕深松、留茬免耕保墒、秸
秆覆盖等农艺措施推广示范，加大力度、提高规模和水平。
　　目前，宁夏在生物节水方面相当薄弱，而且在认识上差异也很大。
因此，在宁夏生物节水尚未提到日程上来。
　　工程节水是输水过程中的节水，而管理节水是供水环节总的控制节水。
这两种节水在建设节水型社会中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两种节水内容上.节水型社会无论是如何也建设不起来的。
　　当前，发展节水农业是各国应对淡水资源短缺的共同选择。
农业节水除有效的工程节水、农艺节水等措施外，以提高植物自身水分利用效率为主的生物节水正显
示出巨大的潜力。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山仑院士指出，要重视生物节水技术，培育节水耐旱新品种。
目前，严格意义上的生物节水技术尚处于次要地位，但可以预见性，当水的流失、渗漏、蒸发得到有
效控制，水的时空调节得到充分利用之后，生物性节水--提高植物水分利用效率（英文
为WATERUSEEFFICIENCY，缩写为WUE）和耐旱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可视为实现进一步大量节约农
业用水关键环节和最终潜力所在。
为挖掘植物自身的高效用水，选育出抗旱节水新品种、新类型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目标。
现在已经证明，WUE是一个可遗传性状，作物种间和品种间WUE差异显著，但是，以耐旱和高WUE
为目标的育种工作进展迟缓，困难可能是在常规育种条件下，耐旱节水性状与丰产性状往往难以结合
。
他表示，近年来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进行基因重组以创造耐旱、节水新类型的研究十分活跃，成为生物
学和农业工作作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应充分认识到其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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