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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免耕农业制度》由汤姆·戈达德等人编，李定强、卓慕宁等人译，本书出版的目的是通过分享全球
最新信息和知识来庆贺从免耕起源到概念推进的全部过程。
讨论了免耕领域新的前沿动态和最新的发展成果。
最为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关注以下问题：碳在农业系统中的积累方式既可更好地适应气候
变化又可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
碳贸易市场也很快留意到免耕系统对碳补偿潜在的巨大贡献，因而为不断进取的农民提供了获取附加
收益的途径，去创建可持续能力更强、产量更高的免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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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总体而言，保护性农业系统对管理水平要求较高，这些管理包括播种操作、杂草控制、病虫害
防治。
保护性农业在施入磷酸盐和石灰上有一定困难。
然而，较传统耕作系统投入少。
在化石燃料动力系统中，简化耕作方式比传统方式需要更多的氮，也就是说，在相同的产量水平上，
简化耕作模式比传统耕作需要更多的氮。
一些研究实际上已经涉及免耕系统下碳氮比研究，但是研究结果显示保护型农业耕作下肥料管理可能
更为关键。
有高碳氮比的玉米残茬被土壤吸收后促使氮固定，因而，在保留残茬覆盖条件下的作物产量低于在残
茬被焚烧后的作物产量。
　　6.尽管豆科植物已经被作为绿肥或田间作物而得到广泛使用，但津巴布韦关于保护性农业系统中
豆科植物的潜在绿肥效力仍需研究。
　　7.津巴布韦小农地区保护性农业应用的主要瓶颈是田间缺乏作物残茬，主要原因是作物低产，以
及冬季放牧消耗了为数不多的残茬物。
其他因素，诸如较难获得设备、消极的农民观念、杂草控制不力和管理不善，也同样影响着其运用。
　　在非政府组织的促进下，保护性农业的应用已经显著提高，在过去的3～4年里，许多农民开始使
用该系统。
这主要是由于及时播种、水分利用率提高、肥料精确应用和管理方式改善使得作物产量提高。
　　因此，上述情况说明保护性农业系统的广泛使用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事实上，在畜力和化石燃料耕作系统下，农民的收益不能在短期内大幅增加仍然是困扰系统推广的原
因，尤其对小农业者而言。
在商业耕作系统中，鼓励农场主使用保护性农业，可通过增加较少投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并且能
通过改善和维护土壤质量来稳定生产力。
然而农民首先考虑的是短期需求和利益的最大化。
最近的保护性耕作研究结果报告的产量增加证实了这一点。
一些制约保护性农业应用的主要限制因素在接下来的一节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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