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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保护性耕作制理论与进展篇、共性技术篇和区域模式篇3部分。
理论与进展篇系统介绍了保护性耕作及保护性耕作制的概念、原理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共性技术篇重点介绍了保护性耕作制的土壤耕作、秸秆管理、地表覆盖、病虫草害防治、配套机械、
稳产高产栽培及节能减排等关键技术，系统阐述了各项关键技术的作用机理及效应；区域模式篇从技
术形成的背景出发，系统介绍了各区域模式的技术特点、技术规程及效益和适用范围，涵盖了我国东
北平原、华北平原、西北绿洲、西北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等。
《中国保护性耕作制》由高旺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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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旺盛，男，甘肃天水人，1963年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循环农业
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粮食安全科技、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等方面的
研究。
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12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5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200余篇，主编、编著学术专著15部。
现兼任中国农学会耕作制度分会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农业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
中国农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技委农林学部委员、“十二五”现代农业科技战略研究专
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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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目前，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补贴仅限于项目示范层次，在国家层面上仍缺乏明确的政
策措施，覆盖面和影响力还很弱。
随着我国国家财政实力增强，以及对农业的补贴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补贴范围的不断增大，设立保护性
耕作推广技术补贴既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客观要求。
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一是确立适于不同区域特色的保护性耕作技术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明确
技术推广应用标准模式及技术补贴范围；二是确定保护性耕作技术补贴的原则与标准，明确技术补贴
范围、补贴环节；三是从生态补偿角度，紧紧围绕土壤侵蚀控制、耕地质量提高、节本增效等资源环
境效应评价，确立生态补偿额度、补贴标准及相应的监管制度。
2.3.3.2 尽快制订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规划由于我国不同农业生态区域的种植制度、气候、土壤及
社会经济条件差异性很大，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推广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和布局，通过规划制定
和实施引导各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规范、持续发展。
规划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包括：确立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保护性
耕作技术发展及技术推广应用的主要目标和具体任务；针对不同区域气候、土壤、种植制度及社会经
济特点，确立各区域的主体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明确关键技术、配套技术；研究保护性耕作技术发
展的区域布局问题，包括总体的空间布局、时间进程及分区、分片发展重点等；从政策层面和条件支
撑角度研究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的保障条件与措施，包括资金投入的数量及筹措渠道、技术推广应用
的模式与机制、组织管理与绩效考评制度等。
2.3.3.3 加强保护性耕作技术攻关和示范带动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总体上仍属于新兴农业技术，尽管已
经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但诸多关键技术仍然有待突破，包括长期免耕的耕层变浅及表层养分富集
问题、保护性耕作的高效施肥技术问题、病虫草害综合防治问题、长期大量秸秆还田的生态环境效应
问题、农机配套和机具质量问题等等。
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保护性耕作的技术类型多、规范性差，缺乏适于不同区域特色的技术标准和技
术规范，这直接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快速推广应用。
在保护性耕作的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差距也很大，包括对保护性耕作对土壤性状、节水培肥、
作物生育、环境效应等影响机制都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同时，保护性耕作是一项综合技术体系，需要突出技术集成和示范样板引导，推进农机与农艺配套、
单项技术与综合技术组装配套，以点带面，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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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保护性耕作制》是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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