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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传统的否定人们总是小心谨慎，但大多数农业科学试验又总是与传统作对比这一事实，实际
上是在不自觉地对传统进行或多或少地否定。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光荣传统，它所养育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需要人类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继承还是变革已
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变革！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ldquo;黑风暴&rdquo;事件之后，传统耕作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被越来越多的
人们所认识，用大量秸秆残茬覆盖地表、采用免耕或少耕播种，实现保水保土、节本增效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成为了必然。
到目前为止，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美国家等已经大面积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成为主体耕作
体系；欧洲、亚洲等许多国家也都在试验研究并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世界上实施保护性耕作技
术的面积已达1.69亿公顷（25.35亿亩），并且仍在继续扩大，耕作技术的变革已经来临。
　　我国是一个旱作农业大国，旱作面积大，多年来传统耕作的铧式犁翻耕、裸露休闲模式及重用轻
养习惯，导致土地退化严重，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加剧，农田作业工序多、能耗高，急需
变革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农机农艺结合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田间试验和机具开发，取得了一系列
出色的成果。
在农田风蚀、水蚀等领域的研究表明，保护性耕作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之后陆续开展了农田温室气
体排放、节能降耗等方面的田间试验，丰富和发展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在生态领域的研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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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系统介绍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多样性、时代性及区域性特点，分析了我国实施
保护性耕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后五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生态效果评价：分别为
水蚀、风蚀、改良/保育土壤、农田温室气体、节能降耗等。
全书实例分析内容主要基于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多年研究资料，并参考部分专家保护性耕作技
术研究成果，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总结归纳出保护性耕作的生态建设优势。
本书适宜读者为农业院校师生和农业、环保领域科研人员以及农业生产管理人员。
    本书保护性耕作技术概述及温室气体排放部分由胡立峰编写，风蚀部分由李洪文编写，节能降耗部
分由王晓燕编写，改良/保育土壤部分由李问盈编写，水蚀部分由何进编写，李洪文、胡立峰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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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保护性耕作减缓农田温室气体排放　　第一节 农田温室气体概述　　一、温室效应加剧
　　温室效应是指因某些聚集于大气层中的气体浓度增加而引起地球温度升高的现象。
这些可引起地球温度升高的气体被称为温室气体，它们可以使太阳辐射通过大气层，却又能吸收地面
反射回高空的长波辐射，从而引起近地面层空气温度的增高。
以其引起的温室效应，它们对地球而言似乎是有害的，但这些气体又是必需的，如果没有它们，地球
表面的温度日变化又会非常大，正是由于这些气体的存在，地球才成为适宜人类和各种生物生存的星
球。
所谓的温室效应实际上是加强了的温室效应。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可能引起温室效应的6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ITFCS）、全氟化碳（PFCS）以及六氟化硫（SF6）
。
大气中少量温室气体的存在和恰到好处的温室效应，对人类是有益的。
如果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地球将成为一个只有-15℃的大冰球。
可见，温室气体不是必然会导致加强的温室效应，对温室气体的关注是由于工业革命后大气中温室气
体浓度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导致了全球气温的持续升高，还可能会引发南北极冰雪融化、海平面
升高、土壤有机碳分解加速等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变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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