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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江平原水土资源利用与保护对策研究》共分五篇。
第一篇是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第二篇及第三篇，分别为水、土资源利用与保护
；第四篇为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安全生产；第五篇是此项研究的概括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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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春胜，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水利部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顾问委员、省水利学会、省勘测设计协会、省工程咨询协会副理事长，《黑龙江水
利科技》主编。
　　1993年被中国水利学会评选为全国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1997年被黑龙江省水利厅授予首批黑龙
江省水利系统青年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授予黑龙江省抗洪模范；2000年被授予全
国水利勘测设计行业优秀中青年技术人员称号；2006年被授予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省级重点学科梯
队带头人；2009年入选水利部“5151”人才工程部级入选。
　　先后组织和参加《黑龙江省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松花江流域防洪规划》（黑龙江省
部分）《黑龙江省现代水利发展战略规划》《黑龙江省节水增粮行动实施方案》《引嫩扩建骨干工程
规划、可研》等100余项重点大中型规划设计项目和重大专业技术工作。
其中《建国四十年黑龙江省水利效益分析》《桩基钢筋混凝土墙装配式钢闸板组合防洪墙研究》《黑
龙江省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选点战略研究》《扎龙湿地生态需水和水凌源优化配置研究》等20余项规
划、研究、设计成果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优秀成果奖，撰写论文（报告）近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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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篇 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第一章 自然环境第一节 自然地理第二节 气候第三节 河流水系第
四节 地质地貌第五节 生物第六节 土壤与矿产第二章 社会经济环境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社会经济环
境第三节 交通运输第四节 旅游第二篇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对策研究第三章 地区水资源状况第一节 区域
降水时空分布特征第二节 水资源总量及分布第三节 水质状况研究第四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主要
问题第一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第二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进程及地下水运动变化规律第三节 水资源开
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第一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总体思路与区域水资源
配置第二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工程与措施第三节 防洪治涝第四节 灌溉发展第六章 水资源与生态保
护对策第一节 水资源保护对策第二节 水土保持与生态保护第三篇 土壤资源利用与保护对策研究第七
章 三江平原的土壤资源第一节 土壤形成条件第二节 人为因素对土壤形成的影响第三节 土壤类型和分
布第四节 土壤利用改良分区第五节 土壤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第八章 土壤基本性质与土壤肥力第一节 土
壤水分物理性质第二节 土壤肥力与化学性质第三节 土壤通气状况第四节 土壤热状况第九章 土壤资源
利用现状与存在问题第一节 土地资源利用现状第二节 土地资源特点第三节 土地资源利用存在的主要
问题第十章 土壤资源保护对策第一节 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与科学规划第二节 科学施肥规划与新技术
推广第三节 土壤资源保护措施第四节 测土配方施肥第四篇 无公害、绿色及有机食品安全生产第十一
章 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概述第一节 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标准第二节 发展
无公害、绿色及有机食品安全生产意义第三节 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安全生产现状第十二
章 无公害绿色与有机食品质量安全研究第一节 玉米、大豆、大米的品质检测与评价研究第二节 玉米
、大豆与水稻（大米）质量安全评价第三节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研究第四节 三大作物品质与所产
地土壤营养成分与中微量元素检测⋯⋯第五篇 结论、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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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有耕地77.5万亩，其中水稻70万亩，年化肥投入总量近2万t。
自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开展以来。
农场坚持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节约型现代农业，以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和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大
力推广和应用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建立了具有垦区特色的项目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被农业部授予
“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加强领导，科学管理　　2005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以来，健全了项目组织机构，成立了以
农业副场长为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和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技术指导小组，负责项目管理和技术指导工
作，规范化管理，制度化推进，标准化实施，并把测土配方施肥作为发展节约型现代农业重点推广的
实用技术，与高产攻关、超级稻推广示范和科技入户工程密切结合，层层签定合同，明确任务，量化
指标，责任到人，技术到户，对项目运行进行全程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全场及时下发了《七星农场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方案》和《土壤取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一系
列文件和技术方案，有利地推动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开展。
　　2.增加投入，健全体系　　2005年结合国家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农场自辞行配套资金110.8万
元，对土壤化验室进行了改造扩扩建和仪器设备的本配套。
改建后的土壤化验室面积370rri2，满足了土壤化验批量化处理的要求，日化验土壤样品能力达到100个
以上。
不但可进行土壤、植株和肥料样品大量元素的常规分析，还可以进行中微量元素的检测分析。
　　测土配方施肥是一项长期的、技术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公益性服务工作。
农场以项目实施为带动，立足长远，成立了土壤化验、科研推广、技术服务、肥料配比于一体的综合
服务部门，建立了测土配方施肥的长效工作推进机制，以“统一测土、统一配方、统一供肥和统一指
导”为内容的科学施肥体系已经在我场形成，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在我场的长期推广和应用提供了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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