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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土高原小杂粮生产与开发》作者张雄博士一直从事小杂粮生产和开发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
多项以小杂粮为研究对象的科研项目，成果颇丰，是一位很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黄土高原小杂粮生产与开发》在系统分析黄土高原小杂粮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低下是
制约小杂粮生产全面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切合小杂粮生产和开发实际；围绕小杂粮降水生产潜
力的研究，表明小杂粮作物有较大的增产潜力，在黄土高原旱区并非注定的“低产作物”，同时提出
了相应地开发其降水生产潜力的技术措施。
此外，《黄土高原小杂粮生产与开发》还分析了小杂粮产业开发的现状、前景和主要制约因素，并就
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这部专著立论鲜明，论述有据，观点新颖，且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是为数不多的小杂粮科学专著
中的一部佳作，其出版对促进我国小杂粮科研、生产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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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雄，男。
1970年生。
陕西榆林人。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2年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获农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农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农学博士学位。
2004年进入山东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博士后流动站，跟随我国著名抗旱生理专家山仑院士从
事节水农业研究。

    1992年7月至1999年4月，在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1999年4月在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工作：2003
年9月至2005年3月，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工作；2005年4月至今在榆林学院212作。

    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厅级项目3项。
  参加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
先后获得省级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1项，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均为主要完成人。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编著作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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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析第五章　黄土高原小杂粮作物降水生产潜力的开发与增进5.1 小杂粮作物降水生产潜力开发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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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生产可持续发展技术体系构建与方略对策7.1 小杂粮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前景7.2 黄土高原小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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