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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生态农业基础研究不足 ，在试验示范和推广普及方面的薄弱环节 ，通过跨学科的综合与合成 ，研

究并建立了我国华北 、中南典型农区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和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 ，提出新阶段我国生态农业研究的

方向与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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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e of the analysis of eco唱agriculture and the characters of its demonstration regions in China ，the eco唱
agriculture technology systems and the eco唱agriculture demonstration regions in Baodi County ，Tianjin City and Daye
County ，Hubei Province are advanced through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echnologies ．The direction and im唱
portance of researches on eco唱agriculture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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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

展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

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如日益严重

的土地退化 、水土流失 、农用化

学品污染 、工农产品的废弃物对

环境和农产品污染以及生物多

样性丧失等等 ，开始直接或潜在

威胁人类健康 、生存环境和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１］
。从 ２０世

纪 ６０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在纷

纷寻找新的替代农业 。进入 ２１

世纪 ，探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

业之路仍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

大课题之一［２］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我国提出以资源“环保 、高效”

表 1 　天然植被 、传统农业与生态农业系统比较

Tab ．１ 　 Systems of natural vegetati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eco唱agriculture
项 　 目

Items
天然植被

Natural vegetation
传统农业

T raditional agriculture
生态农业

Eco唱agriculture
生产力 中等 低／中等 中等／高

物种多样性 高 低 中等

遗传多样性 高 低 中等

食物网关系 复杂 简单／线性 复杂／网状

物质循环 封闭 开放 半封闭

恢复力 强 弱 中等

输出的稳定性 中等 高 低／中等

存在时间 长 短 短／中等

人类控制 独立 完全控制 半控制

对输入的依赖性 低 高 中等

生境的异质性 复杂 简单 中等

自主性 高 低 高

灵活性 高 低 中等

可持续性 高 低 高

和农产品“安全 、健康 、优质”为目标的生态农业（见表 １） 。我国经过 ２０ 余年的发展总结创建了许多适合不

同区域特点的生态农业建设模式 。但从总体看 ，基础研究还十分薄弱 ，学科的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缺乏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２］
；许多研究仅局限在短期（３ ～ ５a） 、小尺度定性描述上 ，缺乏长期 、区域性农业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及其网络建设［３］
；尤其是当前的生态农业建设与社会 、经济系统耦合度差 ，许多成果可应用范围小 ，甚至

是脱离实际的 。加强生态农业技术体系研究是新阶段农业生产实践的迫切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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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方法与技术流程
Fig ．１ 　 Research methods and technology route

1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选择天津宝坻 、湖北大冶作为研究示范基

地 ，分别代表我国华北平原 、中南丘陵典型农区 。

通过区域生态经济诊断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体系和生态保育型生态农业技术体系研究和生

态农业技术示范区建立 ，形成可带动区域生态环

境改善与农民增产增收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

式［４ ，５］
，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流程见图 １ 。

2 　生态农业技术体系的基本框架
示范区所应用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主要包

括农业生态工程设计技术 、关键技术和生态系统

接口技术（见表 ２） 。

表 2 　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框架
Tab ．２ 　 Eco唱agriculture technology systems

技术体系

Technology systems 华北（天津宝坻）示范区

Baodi ，North China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s
西南（湖北大冶）示范区

Daye ，Southwest China
区域生态农业建设综合

规 划 设 计 与 评 价

　 　 　 　 　 区域生态适宜型主导产业选择与设计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分析与评价

　 　 　 　 　 生态县规划方法与评价

农区生态系统保育技术

农业 废 弃 物 综 合 利 用

农药 、化肥污染控制与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

大 、中型猪场粪便资源化 、产业化开发技术

大 、中型猪场无公害产品生产技术与规范

中 、小型猪场粪水处理与土地消纳利用技术

“三位一体”生态种猪场模式与工程技术

土壤养分综合管理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范

新型植物保护剂的研发

　 　 　 　 　 大广山矿区生态恢复与保育技术

　 　 　 　 　 太子山果园生态系统多样化保育技术

　 　 　 　 　 大畈高效生态农业系统生态保育技术

　 　 　 　 　 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技术

　 　 　 　 　 生态果园沼气工程技术

　 　 　 　 　 农村太阳能 、热水器技术

　 　 　 　 　 设施栽培蔬菜生产的施肥技术

　 　 　 　 　 设施栽培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水稻田土壤营养综合管理研究

生态适宜性主导产业开发 　 　 　 　 　 生态适宜型经济结构优化与主导产业培育

　 　 　 　 　 优质清洁粮食生产加工产业

　 　 　 　 　 无公害特色果蔬生产 、运销产业

　 　 　 　 　 生态观光农业

3 　示范区建设内容与效益
示范区宝坻市位于京 、津 、唐之间 ，全区共辖 ３５个乡镇 ，７６３个行政村 ，总人口 ６４畅９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５６畅６万人 ，总土地面积 １４５０km２
，耕地 ７７３畅３km２

，１９９９年农业总产值 １２畅９亿元 ，农民人均收入 ３８７７元 。该

区水土流失 、农业废弃物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且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单一 ，效益不高 。示范区大冶市位于

湖北省东南部 ，全区共辖 １１个乡镇 ，３个街道办事处和 １个农场 ，４２８个行政村 ，总人口 ８８万人 ，其中农业人

口 ６８万人 ，总土地面积 １５６６畅３km２
，耕地 ３７３畅３km２

。全市耕地 １／３以上受到工矿“三废”的污染 ；４２％ 的土

地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 ；土壤质量不断下降 ，与 ８０ 年代初相比 ，１９９６ 年全市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

０畅１３％ ，有效灌溉面积减少 ６９２７hm２
，排涝能力也下降 。通过对区域内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诊断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年天津宝坻和湖北大冶示范区建设的主要内容见表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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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Tab ．３ 　 Main contents of eco唱agriculture demonstration construction

地点 Sites 项目 Items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s
天津市宝坻

示范区

以猪 厂 为 龙 头 ，农 牧 复 合

清洁生产型生态农业示范区

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

生态保育型主效农田生产基地

建沼气池 １０６ (m２ 、生态园区 ６７hm２ ，开发生物饲料 ６０ 余个品种年出栏

种猪 ７０００头

基地总规模 １４２hm２ ，其中 ９  畅３hm２ 为 ４８ 个日光温室

中低产田改造为优质稻生产基地 ８０００hm２ 、台面种植果树水面养殖 ２６７hm２

清洁生产型家畜养殖小区 １５ *个 养猪小区 ８ 种个 、养鸡小区 ２ 个 、肉牛小区 １ 个 、肉羊小区 １ 个 、奶牛小

区 １ 个 、肉鸡小区 １ 个 、特种养殖小区 １ 个

湖北省大治

示范区

陈贵大畈高效生态农业园区 大畈无公害蔬菜瓜果大棚 ６７ =hm２ 和优质稻制种田 １３４hm２
、天寿村 １８

户庭院经济示范工程和小雷山生态旅游景区 ２２０hm２

太 子 山 生 态 果 园

大广山采矿迹地复垦示范区

总规模 ５ 剟畅４hm２

总规模 ２０hm２

　 　项目建设使示范区水土流失治理率达 ８７％ ，林草覆盖率由 １５％ ～ ３０％ 提高到 ６０％ ～ ８０％ ，农用化学品
投入（化肥 、农药）降低 １３％ ～ ２３％ 、利用率提高 １５％ ～ ２２％ ，畜禽粪有效利用率 ９２％ ，秸秆利用率达 ６０％ ～

８５％ ，有效地控制了对农村环境及农田水域的污染及生活环境的恶臭问题 ，农产品达到无公害标准 。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 、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科技素质均得到明显提高 。天津宝坻示范区 ２００２年全区农业总产
值 １５畅２６亿元 ，与建设前相比增长 １８畅４％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４４６４元 ，比建设前增长 １５畅１％ ；大冶示范区
２００２年全区农业总产值为 １５畅６７ 亿元 ，比建设前增长 ２６畅４％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３１５０ 元 ，较建设前增加
３３０元 ，增长 １１畅７％ 。项目实施后 ，有效地改善了示范区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促
进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农区生态系统保育 、矿区土地复垦 、陡坡退耕还林还草 、果
草畜复合经营以及无公害农畜产品的生产 ，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畜唱沼唱果（菜） 、果唱渔唱禽 、苗木唱经
济作物（草）唱畜 、鱼唱鸭唱鹅 、稻鱼蟹混养与稻藕轮作等农业生产模式取得了大量收益 ，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经营
模式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既解决了农村环境污染 ，又将废弃资源变成了经济优势 。无公害农畜产品生
产使经济收益稳步提高 ，增加了农业 、林果业 、畜牧业 、渔业的资金和劳力投入 ，形成了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

4 　建 　议

一是要加强生态农业内部系统间耦合规律研究 。由于示范区建设规模较小 ，对农业生态经济子系统关
键技术 、接口技术和配套技术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今后 ，应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建立生态农业长期监测站 ，

通过对农业系统内能流 、物流 、信息流及价值流的相互关系和定量转化关系的定位研究 ，探索各子系统生产
力的形成机理 、转化规律 ，以及大幅度提高和放大子系统生产力的途径和措施 ，研究建立科学的生态农业分
类体系与评价方法等 。二是要加强农业生态系统受损与恢复机理研究 。有针对性地研究农业生态系统对
人为干扰的响应 ，以及受损生态系统加速恢复的原理［６］

，掌握和预测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和发展
趋势 ，探索胁迫条件下农业生态系统不健康的症状与机理 ，找出农业生态系统退化或不健康的预警指标 ，确
定系列科学的生态唱经济阈值 ，探索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的综合技术 。三是要加强生态农业系统工程研
究 。开展对农业复合系统的科学设计 ，通过跨学科 、跨部门的协作攻关 ，建设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
生态农业研究创新基地 。并加强生态农业监测重点实验室和生态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建设 ，加强生物技术 、

３S技术及现代信息技术在生态农业上的应用开发 ，实现生态农业的合理布局 ，推进农业产业化 。四是要加
强农业系统管理的研究 。要研究和制定符合WTO规则的农业生产标准体系 ；加强农业信息的采集 、发布及
服务体系建设 ，创办农业服务实体和专家咨询网络 ，开展农业风险评估和成本利润分析 ，实行重大农业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 。五是要加强生态农业科技普及和推广工作 。要积极地推进国际合作 ，更要及时
地通过示范和培训把生态农业的知识和技术传播给广大农民 。通过实现常规技术的普及 、高新技术的引进
和传统技术的改良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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