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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以生产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产品为主的社会生产部 门，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主要劳 

动对象，以具有肥力的土地(含牧场、水面)为基本生产资料。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 自然再生产 

交织在一起的产业，所以农业生产既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生态原理是 自然 

规律 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规律之一 ，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 ，从进化产生，到高度文 

明的现代社会都是受生态规律支配的。在远古，原始农业生态体系主要由原始人群、农业自然 

生物和 自然环境构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人类通过劳动和选择使农业 自然生物种群逐渐演 

变为劳动对象和收获物 ，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古代 ，形成了传统农业生态体系。这个 

体系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和精耕细作的种植业，精心饲养的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为了维持这个 

体系能量和物质的平衡 ，人们十分重视农牧结合 ，使用有机肥。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封 

闭性 ，生产能力较低，是一种 自给 自足的农业生态系统 。其特点一是以自然有机物质为基本构 

成成分，没有现代石油化学物质的投入和工农产品废弃物的污染，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二是 

系统生产功能低下 ，只能满足人类基本生存简单的需要，不可能满足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多种 

需求。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农民为了解决温饱 ，经常毁林开荒，陡坡种植，造成水土流失和土 

壤沙化；三是系统脆弱，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低下。 

进入 2O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了现代开放式农业生态系统 ，它是 由智力高度发达的现代人 

类 现代人工制造的外源物质、人工选育的农业生物种群、人工干预程度很高的农业资源和环 

境 高效率的农业机械等 5部分组成。人们既通过种子、化肥 、农药、电力等向系统输入外源物 

质和能量，又以粮食、纤维 畜禽、水产品等形式从系统输 出物质。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保持一定 

的比例关系 ，以实现高水平的物质平衡 。现代农业 生态系统 中人的干预程度愈来愈高 ，科技进 

步的贡献率愈来愈大 ，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 。但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如化肥 农药 

的过量使用造成地下水的富营养化和农产品中残留过量的有毒物质危害人类健康，农作物秸 

秆的大量焚烧造成土壤养分损失和大气污染，大型畜牧场的粪便不经无害化处理就排入江河， 

造成水体污染，地膜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白色污染等 。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时期 。传统农业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难以承载 

大量增殖的人口，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农业 由于化肥 农药的残留和工农产品废弃物 

对环境及农产品的污染，危害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因此 ，生态农业必须在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 

环境污染两条战线上作战。治理生态环境恶化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必须运用生态学原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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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自然规律办事。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周 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它揭示生物与生物· 

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机理．为人类认识、利用、改造自然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学 

第一定律是生物和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每种 生物种群通过基因突变、重组在自然选择中 

得到进化以适应环境 ，求得更好适应环境的能力 同时生物叉不断地改变地球 的环境和面貌 ． 

光合作用使大气圈中的氧气增长和维持平衡．植物的繁荣促使大陆表层土壤生成 。生态学第二 

定律是生物 内部一种生物以另一种生物为食物来源．形成植物生产一动物转化一微生物还原的 

食物链，完成能量和物质的流动与转化。在流动与转化过程中物质和能量都是守恒的 ．能量是 

单 向流动的．构成生物的各种化学元素则可以循环利用。 

生物和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原理 ．是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根据 。国务院已经批准了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一场大规模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生态环境建设在长 

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展开。国家 已投入巨资，国家计委、林业总局、水利部等部门在组织实旋． 

农业部也积极参加和支持生态环境建设。应用生物之间的食物链理论，指导解决我国农业生产 

上的突出问题 ．建设生态农业 ，是农业部职能内的重要工作。我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建设 

生态农业应坚持围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 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农 

民的困难主要是缺粮、缺钱和缺燃料。根据生态学原理应主要抓好以下 3项工作 一是增加种 

植业 的投入 ，增施化肥，使用 良种，推广地膜 ，解决贫困人 口的粮食问题 ；二是利用秸秆养牛·利 

用玉米等饲料养猪、养鸡 ．同时根据不同条件发展果树、蔬菜等经济作物 ．开展多种经营·增加 

农民收入 ；三是推广沼气解决农民的能源问题。在我国北方 地膜覆盖为重要 内容的旱作农业 

和塑料大棚+养猪+厕所+沼气 四位一体 的生态农业模式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南方出现 

了江西省赣州市、广西壮族 自治区恭城瑶族 自治县的“猪一沼 果”生态农业模式 南北 2种生态 

农业模式都体现了生物之间的生物链关系．如果把延长生物链与延长产业链相结合，我国中西 

部农村不仅可以脱贫致富奔小康 ，还可进一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 

南方“猪一沼 果”生态农业模式 该模式是以养殖业为龙头 ，“沼气建设为中心 ，联动粮 

食、甘蔗、烟叶、果业、渔业等产业，在吸收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农业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广泛开 

展农业 生物综合利用的生态农业模式。具体是户建 1口沼气池、人均出栏 2头猪、人均种好 

0．667hmz果。利用人畜粪便入池产生的沼气做燃料和照明，利用沼渣沼液种果、养鱼、喂猪、种 

菜 ，从而多层次利用和开发 自然资源 ，提高了经济效益，改善 了生态环境一增加了农民收入。目 

前 ，“猪一沼一果 生态农业模式 已在南方得到广泛应用 ．仅江西省赣南地区就有该模式示范户 

24．48万户、示范村 1053个、示范乡 107个 ，全区已累计建成户用沼气池 35．43万户，占全区 

总农户的 24．1 ，开发荒山荒坡，种植以橙类果品为主的果业面积 16．06万 hm：一年出栏生猪 

400万头 赣南地区实施 猪 沼 果”生态农业模式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 ， 

丰富了农产品总量，提高了农产品质量；有教地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共减少薪柴采伐量 140 

万 t，相当于 18万 hmz森林植被得以恢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增加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强 

了各级党政和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广西壮族 自治区恭城瑶族 自治县通过推广“猪一诏一果 

生态农业模式 ，带动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 ．生猪出栏量 3年翻两番，实现了全县人均 出栏 

肉猪超 1头的 目标 ；水果产量 3年年均增长 50 ，人均水果收入达 1600多元 一同时农业生态 

环境显著改善 ，全县林木覆盖率 由 47 增长到 70．84 。目前该县“猪 沼 果 生态农业模式 

建设已初步形成了养殖 沼气一种植“三位一体 的庭院经济格局，经济保持 良好 的发展势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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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乃至广西壮族 自治区产生 了，很好的影响。 

北方“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 该模式是辽宁省开发成功的生态农业模式 ．它是将沼气 

池、猪舍 、蔬菜栽培组装在 日光温室中，三者相互利用、相互依存 。温室为沼气池、猪禽、蔬菜创 

造 良好的温湿度条件 ，猪也能为温室提高温度。猪的呼吸和沼气燃烧为蔬菜提供 C0 气肥，可 

使果菜类增产 20 ，叶菜类增产 3o ，蔬菜生产叉为猪提供氧气 。同时，猪粪尿入沼气池产生 

沼肥，为蔬菜提供高效无害有机肥。在 1块土地上实现产气积肥同步 、种植养殖并举 ，建立起生 

物种群较多、食物链结构较长、能流物流循环较快的生态系统 ，基本上达到了农业 生产过程清 

洁化，农产品无害化。“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以庭院为基础，家庭妇女、闲散劳动力都能干， 
一

般 1户每年可养猪 lo头 、种植蔬菜 150m ，年纯收入 5000元．是一般大田作物的 45倍；并 

使农民用上 300rn 沼气清洁能源 ，折标煤 0．7t。“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在北方地 区得到领 

导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目前辽宁省“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 已发展到 17．2万户 ，全国已推 

广 21万户 。 

在我 国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则出现了另一种情况，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7O ～90 的农民不再养猪 、养牛 ，传统农业 中农牧结合的链条断了 农民的生 

活能源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秸秆已不再作为主要燃料 ，只好就地焚烧 ，造成大气污染；家 

庭畜牧业逐渐被大型畜牧场取而代之 ，而集中建设的大型畜牧场牲畜粪便很难像分散的农户 

那样还 田肥地 ，多是排放到江河中对水体造成污染+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叉导致农田有机肥 

减步 ，取而代之的是化肥尤其是 N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地下水的富营养化 。这就是形成经济发 

达地区三大农业环境污染的社会根源 ，如何适应生产力水平较高、经济较发达的农村现代化发 

展需求，北京市留民营村 、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和杭州市浮山村等地的实践为我们做 了有益的 

探索 。 

北京市大兴县留民营村生态农业模式 北京市大兴县留民营村生态农场面积 145hm。．共 

有农户 240户 860人，该农场是我国最早实施生态农业建设与研究的试点单位之 一，1987年 

被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授予全球 500佳称号。留民营村生态农业模式是在实现生态与经济 良性 

循环的前提下，运用大系统的观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改变过去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结 

构和生态循环关系，建立并优化农林牧复合生态系统，园地制宜地通过食物链和产品加工环 

节 ，提高物质循环 能量转化效率实现增值，逐步形成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循环利用的循环结构。 

粮食加工的麸皮及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作为饲料送至畜牧场，牲畜粪便和部分作物秸秆 

进入沼气池 ，产生的沼气供农 民作为生活燃料 沼渣沼液一部分送至鱼塘养鱼，一部分送至大 

棚温室作为肥料，一部分沼渣经过加工制成饲料 ．鱼塘的底泥又是农 田、果园的肥料 。这样多层 

次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使整个农业生态系统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良性循环的有机 

整体。通过生态农业建设 ，留民营村 已步入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经营、清洁化生产的良性发展轨 

道 ，蔬菜全部实行标准化 日光温室、大棚栽培 ，养殖业实现了工厂化生产 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 

由1875kg／hm 下降到 450kg／hm 以下 ，蔬菜生产基本不用化肥。近几年还办起了烤鸭厂、酸奶 

厂 、面粉厂等加工企业 ，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既服务了首都，叉富裕了农 民。 

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生态农业模式 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现有 291户 795人，54．53hm。 

耕地，1 2．73hm 果园，10．4hm 山林，4．4hm 水面。经过多年生态农业建设，现已建成“田成 

方 ，屋成行 ，清清渠水绕村庄 ，绿树成荫花果香 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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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新农村 ，1993年被联合国授予全球 500佳称号 ．1998年全村完成社会总产值 6．12亿元 ， 

实现利税 3723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8712元。农业 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和园林化 ，同时大力推 

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组建了集体农场、大型畜牧场、果蔬场、花卉园艺场、特种水产养殖场和 

农机服务队，发展畜牧、水果、蔬菜、花卉、特种水产养殖等五大效益型农业 。1998年粮食单产 

I．815t／hm ，农业经济总收入 1118万元，其中效益农业收入 1030万元 ，占总收入的 92．I3 。 

耕地机耕面积 比重和粮田机割面积比重均已达到 i00 ，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滕头村十分 

注意合理开发农业资源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实现“种、养 、加、沼”四结合的物质循环多级利用． 

实施。蓝天、碧水、绿色”三大工程，实现了农居。无烟”，工业烟尘得到控制 ；污水、废水实麓无动 

力处理 ，实现选标排放 ；艨头村的资源得到了合理开发，生态环境也得到了保护。 

浙江省杭州市浮 山村生态农业模式 浮山村地处浙江省杭州市西南城 乡结合部 ，距市中 

心 15km，这个村建立了以种植、养殖业为主体 ，加工销售相配套 ，贸、工、农 一体化，生产、加 

工、销售一条龙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现有种植、养殖、食 品加工、特种水产、饲料加工、量具刃具 

制造、供销经营等下属企业 20家 ，基本形成了科技、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企业群体 。1998年完 

成总产值 2．1 583亿元 ，实现利润 562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6438元 。公司依靠科技进步 ，对畜 

禽粪便采取资源化开发和多层次利用 ，配套建有 日产 700m 的褶气工程 ，生产 的沼气用作村 

民生活用燃气和企业生产用能，改善了生态环境 ，保障和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 ，克服了制约养 

殖业发展的污染问题 ，化害为利 ，变废为宝，生态效益和能源效益明显，形成了浮山村独有的特 

色。浮山养殖 场养 鸡、养 猪、养鱼兼 营种 植业，种植 水稻 32．47hm ，茶 叶 4hm。，西湖莼 菜 

13．67hm ，鱼塘 7．33hm 。年饲养蛋鸡 3万只，肉鸡 I 5万只 ，商品猪 8000头。每天排放畜禽粪 

便 15t，冲洗污水 7ot。为了治理污染 ，浮山养殖场建成 7o0m 沼气工程，处理鸡粪、猪粪污水 ， 

所产沼气用作村民生活燃料和炒制龙井茶叶、加工西湖莼菜、孵化小鸡及鸡舍增温等生产能 

源 ，沼液用于养鱼、喂猪和用作水稻、茶叶、蔬菜生产有机肥料，沼渣加工成再生饲料和颗粒有 

机肥料。通过对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开发和多层次利用，既制取了优质气体燃料 ，又开发了再生 

饲料和优质有机肥料；同时治理了污染 ，净化了环境 ，使生态农业趋于 良性循环。 

上述几个生态农业建设典型表明一是根据生物链原理建立起来的生态农业是高效的生态 

农业 ，它体现了人类按照客观规律向农业 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一方面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解决 

中国农业人均资源少 ，农民难 以致富的矛盾 ，另一方面使人类和 自然更加协调 ，使环境更加优 

美。通过生态农业的实施还大 自然以“碧水 、蓝天、绿色”；二是抓住沼气这个纽带可以把动物生 

产和植物生产结合起来 。通过沼气厌氧发酵和沼液生 物净化，使之成为水源和肥源 ，沼气作为 

高燃烧值的能源，沼渣作为固体肥料还田。沼气是生态农业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一 

点要充分肯定。当前应下功夫推广沼液无土栽培技术 ；三是解决秸秆利用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 

问题 ，当前仍要 以机械化直接还 田为主。下一步要调研秸秆养牛一沼气还原的组装模式 ，把植物 

生产 动物转化一微生物还原这个生物链联结起来；四是确定 了技术路线之后 ，加强领导，制定 

政策 ，增加投入将成为重要工作 ，初步设想采取贴息贷款的办法加以推动。 

21世纪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中国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高效生态农 

、】k。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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