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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荒漠化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林、牧结合发展的区域，是我国区域治理和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
在全国的农业形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着全国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内蒙古、河北、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为例》以此为切入点，
以内蒙古、河北、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为例，对荒漠化地区的概念、范围及其地位、作用加以界
定，分析了土地荒漠化的类型、分布和成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荒漠化地区的农业生态经济
系统，对其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可行性分析，针对客观实际，提出了荒漠化地区农业持续发展
的战略和模式。
同时旁征博引，列举了国外荒漠化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模式、取得的进展和成功经验，以资借鉴。
　　《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内蒙古、河北、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为例》结构严谨，
逻辑严密，内容丰赡，资料翔实，为改善我国荒漠化地区农业现状，促进其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和实践经验，不失为一本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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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污染环境的新型农药——农抗120等生物农药、陈氏杀虫剂、鱼藤精杀虫剂和性激素等农药，有
的已经在国内外市场上逐步推广，有的已在科研工作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种子（农作物、牧草种子、种禽种畜、水产种苗）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选育和使
用良种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投资少、见效快的重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用种已经历了475次大面积的更新和更换良种，覆盖率达80%以上。
1994年玉米杂交种面积已占玉米播种面积80%以上，中棉12、16、17等品种已占全国棉田50%左右；良
种蛋鸡已达近9亿只，肉鸡生产已发展到20亿只左右。
良种牛及改良种奶牛已达3000万头，仅内蒙古用澳大利亚美利奴公羊改良当地绵羊就达180多万只。
　　国家已建立了可长期保存40万份种质的资源库，现已搜集入库30万份。
　　在植物生物技术方面，用花药培养和染色体工程技术，已培育成水稻、小麦、高梁、甜菜、油菜
、甘蔗、烟草、苹果、柑桔、草莓、番茄、双色茉莉、唐菖蒲、非洲紫罗兰等20多种作物的50多个新
品系和80多个新种质。
如京花3号、小偃107号小麦和中花8、9、10号水稻等新品种，都具有抗性强等优良性状，已累计推广
种植26.6万多公顷，增产粮食4500万kg；烟草单育1、2、3号，种植面积达1万公顷。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快速繁殖方面，已建成了苹果、香蕉、山楂、桃、柑桔和花卉等十几条组
织培养快繁生产线，每年能提供约5000万株的商品苗。
　　植物基因转移研究上，已获得抗病毒、抗虫的烟草和抗病的棉花。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和遗传所研究成功的抗除草剂阿特拉津的大豆已传45代，仍保持抗除草剂的特
性。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病虫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完成大麦黄矮病毒中国特有GPV株系的DNA序列
分析和外壳蛋白基因克隆，用花粉管通道法已将该基因导入小麦品种北京837，已获得小麦转基因植株
。
转座子诱变技术用于生防微生物的遗传改良，对小麦全蚀病的防治效果平均达到65%，小麦增产可
达20%；将苏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基因导人荧光单胞菌，可对小菜蛾、玉米螟、棉铃虫起显著杀害作
用。
　　我国辐射繁殖植物29种，培育出植物新品种333个。
在辐射昆虫不育技术防治害虫方面，同样取得显著成果。
北京辐射饲养玉米螟不育雄虫，到辽宁兴城菊花岛释放，使其与雌蛾交尾而不育，防治玉米螟危害，
效果显著。
　　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将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开拓如下新领域：　　新物种
塑造。
主要把生物技术、核技术、光电技术和农业常规育种技术结合，综合不同的优良性状，按人类需要有
选择地定向塑造新的物种和类型，丰富生物多样性，提高生物抗逆性，并充分利用固氮微生物和藻类
，丰富和充实作物营养综合体系内涵。
　　新快速繁育技术应用。
即利用植物细胞的全能性，通过无性繁殖途径，发展人工种子制造产业；利用胚胎移植和分割技术，
发展动物胚胎生产、贮存、运输与利用的新兴产业；利用动物的生长激素基因转移技术，加快畜禽性
别鉴定技术，进行定向繁育和饲养等，21世纪都将实行产业化。
　　新农业工厂构建。
21世纪农业工厂化生产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材料科学等的发展和综合运用，将有长
足发展，将实现人工创造环境、全过程自动化养殖，建立起技术高度密集的工厂化、自动化生产体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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