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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标准化理论与实践》结合了作者多年在农业标准化学科中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在总结农业
标准化人才培养和实际指导经验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内容包括了农业标准化原理、农业标准与体系、农业标准化落实、农业标准化效果评价以及农业标准
化案例等方面，整体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农业标准化理论与实践》可供农业系统行政管理、技术推广和实际操作人员的农业标准化理论
与实践指导教材，也可供大专院校师生、研究院所农业科技人员的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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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双重发展过程特点农业标准化中的作用对象和被实施的操作者的目标之问，存在
着双重发展的特点。
也就是说，施加以标准化过程的生产对象、生物体，有它们自己的特有的发展规律和方式，我们是不
能够去超越这种特有规律的某个界限的，也就是说，想在同一个操作水平上，无止境地去改变甚至超
越它，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人要进行农业标准化，目的还是想尽可能地获得最大利益，这就不得
不无限地向生物规律中的某些“禁区”挑战，以达到最理想的目的。
这两种发展过程，往往同时存在，共轭前进，形成了对总不能平行的矛盾。
这种双重发展过程，具有利弊共存，逐步突出的特点，直到掌握得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明显地负
面效应甚至灾害。
要避免这种负面效应甚至灾害，就要看用于这个过程的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和控制的技术水平的高低。
这种技术水平的要求，翻过来必然促使农业标准化的发展水平，需要再提高和再升华。
 3.多变的环境因子作用迄今为止的农业活动，一直处在环境的多因子影响之中，如降雨影响、热冷变
化、光照变化、风沙等，还有许多灾害性天气，都是不可控制的一些自然条件。
这些条件的变化，多数是在人的控制范围外运行的，那么，实行农业标准化，就必须随时与这些不可
控因子之间寻找平衡，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这在其他标准化领域中是难以见到的，也是农业标准化过程中难以把握的环节。
另一种多变还体现在，当环境中某一个因子的变化，给农业标准化过程造成了损失时，除了调整标准
化本身的方案，从人为的角度加以弥补之外，对象生物的主体，还可以启动其内在的自恢复、自平衡
和自适应系统，来加强和提高其抗性，提高产量和质量。
可见，在这种双重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应用农业标准化方法进行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科学利用，又是提
高农业标准化水平的又一重要途径。
 4.调控与顺应并举由于在农业标准化中，所作用的对象具有双重发展特性，又是在多变的环境条件中
进行的，因此，在实行农业标准化、尽量提高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的同时，还必须顺应生物体本身的特
有生长规律的发生趋势，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对动态过程的把握水平，进行自平衡和外加力之间的
动态平衡工作，使之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
这就是调控与顺应并举的原因，也就是要在顺应农业中生物的生长发育的基础上，采取接近某种以对
我们期望目标的有效控制极限，开展一些措施，获得最佳运行秩序，直至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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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标准化理论与实践》可供农业系统行政管理、技术推广和实际操作人员的农业标准化理论与实
践指导教材，也可供大专院校师生、研究院所农业科技人员的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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