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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花生生产大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播种总面积为印度的一半，总产量却高于印度。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在油料作物中栽培面积仅次于油菜，占油料作物面积的1／4
强，但总产量居全国油料作物之首，占50％以上。
花生是我国传统净出口农产品，年出口创汇5亿美元。
因此，花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受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农作物生产的地域性很强。
我国南北方农作物生产差异较大。
以长江流域为界，我国花生产区可粗略分为南方小花生区和北方大花生区两大区。
南方是我国花生引种的发源地，《中国之落花生》载有：“中国花生之种植，始于1600年左右，起初
仅限于南方闽粤诸省，后渐移植于长江一带，在我国北方则是1800年后始盛。
”本书主要阐述花生产业技术的一般原理，重点介绍南方花生产区的典型经验和科研成果，期望对我
国南方各省（区）的花生科研、教学、生产、加工、营销与管理等工作有所裨益。
　　本书根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工作思路，突破了传统专著以学科为主线的编写模式
，确立了以现代花生产业为主线的编写模式。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基础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传统经验与创新成果相结合的原则，力求体现技术
性、实用性、产业性和系统性。
本书由长期从事遗传育种、栽培生理、病虫防控、土壤肥料、水分调控、设施装备、产业经济等学科
领域富有经验的17位专家、学者撰写。
福建农林大学庄伟建教授为本书编撰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台湾台南区农业改良场杨蔼华研究员、广西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唐荣华研究员、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单世华研究员也提供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书中错漏在所难免，深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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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方花生产业技术学》根据基础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传统经验与创新成果相结合的原则，
以现代花生产业为主线的模式编写。
作者系统地论述了花生产业技术的一般原理和花生的生物学基础、遗传变异规律、品种选育技术、栽
培管理技术、土壤营养技术、水分管理技术、病虫防控技术、机械化生产技术、加工利用技术及花生
产业经济知识，重点介绍了我国南方花生产区的典型经验和科研成果，充分体现了技术性、实用性、
产业性和系统性，对我国南方各省（区）的花生科研、教学、生产、加工、营销与管理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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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奕雄，1963年出生，广东揭阳人，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
导师，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作物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花生高产
创建首席专家。
主要从事农学教学与花生遗传育种研究。
承担过国家、省、市等各级科研课题40多项，包括国家863计划、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计划等资助的项目；选育成汕油523等“汕油系列”、仲恺花1号等“仲恺
花系列”花生新品种，其中国家审定（鉴定）品种3个、省级审定品种7个；科技成果累计推广应用面
积达467万公顷，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论文40多篇，专
著多部，荣获各级科技成果奖励12项，包括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广东省科技进步奖和广东省农业技
术推广奖等。
曾被授予广东省高校“三有一好”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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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机械，以达到减轻劳动强度，提高花生产量的目的。
　　（四）现代花生产业体系稳步推进　　农业丰则基础强。
发展现代农业既是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夯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业基础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农业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耕地减少、淡水紧缺，部分农产品产需缺口正在扩大，农业发展正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
要增强忧患意识，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食物安全。
中共十七大报告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为推进
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
我国国情决定了今后农业的发展很难再靠增加自然资源的投入，出路只能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农民素质
的提高。
要增强发展现代农业的紧迫感，自觉把它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位置。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
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
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整体水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方花生产业技术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