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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蔬菜规范化生产保鲜与出口》

内容概要

《有机蔬菜规范化生产保鲜与出口》以山西省百强企业——华通集团的做法为载体，以工业反哺农业
、发展“三农”经济为主线，以立足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减耗增效、扩大出口、造福社会为宗旨，
以北京《蔬菜》杂志社首席科技顾问、高级农艺师、山西省十佳科技富民专家马新立的蔬菜生产四大
创新成果为技术指导，以生产的有机蔬菜销往香港，出口新加坡、俄罗斯及中东国家（地区）为方向
，以数十亿元投资，在阳泉市的平定县和盂县，建设晋东地区最大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及其产业化经
营体系为目标，对《有机蔬菜规范化生产保鲜与出口》内容进行具体编写，重点是按照国际有机食品
生产、加工和外销标准，对鸟翼形生态温室、有机蔬菜生产十二要素管理技术、EM生物菌+碳素有机
肥+植物诱导剂+钾+植物修复素五要素创新技术，在生产有机产品过程中进行的系统总结和介绍。《
有机蔬菜规范化生产保鲜与出口》内容将市场需求、政府倡导与生产者的切身利益高度统一，将具体
技术贯穿于生产实践过程中加以介绍，总结经验与实例介绍融为一体，体现了该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该书内容全面详实，重点突出，技术创新，实例典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可
行性。对充分利用自然潜
能和空间因素，实现有机蔬菜优质高产高效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机蔬菜规范化生产保鲜与
出口》适合有关企业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基地生产者、菜农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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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有机蔬菜生产一、推广有机农业创新技术成果促进农业经济翻番（一）有机农业创新技术
成果（二）有机农业的现状与发展要求（三）创新技术的应用实例（四）有机农业基地建设步骤二、
有机蔬菜生产五大措施要素（一）有机质碳素营养1．牛粪2．鸡粪3．秸秆4．腐殖酸肥5．&ldquo;全
粕&rdquo;碳氢华通EM牛态链菌肥（二）有益菌1．有益微生物用于蔬菜的增产理沦2．有益微生物埘
蔬菜的增产效应3．生物有机肥的自制4．生物菌肥的生产效果5．利用豆类根瘤菌节支增效技术6．EM
有益菌液的生产与在蔬菜上的应用效果（三）植物诱导剂1．植物诱导剂（氢、氧）对蔬菜的抗病增
产作用2．植物诱导剂应用实例（四）有机钾（硫酸钾与生物菌、有机肥混用成为有机生物钾肥）1．
钾的增产作用2．钾应用实例（五）植物修复素1．植物DNA修复素增产理论2．植物DNA修复素应用
实例三、有机蔬菜高产优质十二平衡要素（一）生态环境（二）土壤（三）肥料（四）水分（五）种
子（六）合理稀植（七）温度（八）光照（九）气体（十）有益菌（十一）地上部与地下部调控（十
二）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调节四、保护地有机蔬菜栽培茬口安排五、香港有机蔬菜生产加工标准（一
）香港有机蔬菜的生产标准（二）香港有机蔬菜的加工标准六、供港有机蔬菜生产管理技术（一）有
机蔬菜种植技术及操作标准要求（二）有机蔬菜种植技术1．叶菜类2．根茎菜类3．葱蒜类4．茄果类5
．瓜类七、冬季温室蔬菜保温防冻14法第二章 有机蔬菜保鲜与出口一、有机蔬菜的出口现状与市场前
景（一）出口现状（二）维护和促进我国蔬菜出口的措施二、有机蔬菜的出口保鲜与包装三、有机蔬
菜出境手续办理附录附录1 鸟翼形半地下式温室亩造价估算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
第1部分：生产（摘录）附录3 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种植业检查表附录4 供应香港（百佳公司）
有机蔬菜操作追溯要求附录5 马新立与江泉生（育种专家）谈有机蔬菜出口品种、管理与价格附录6 马
新立与林钟宇博士谈有机蔬菜的创新成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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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有益菌　　1.有益微生物用于蔬菜的增产理论　　法国学者Kervan最早提出&ldquo;有机营
养理论&rdquo;，后日本比嘉昭夫教授进一步发展证实了这一理论。他确定的基本概念：微生物复合菌
将有机物分解成有效的可溶性物质，如氨基酸、糖、乙醇和类似的有机化合物，这些可溶性的物质可
以直接被根系吸收。（《植物营养与环境》）。　　这个观点是对过去单靠光合作用生产食物的一种
挑战。当前，蔬菜生产上，农民注重化肥和鸡粪的应用，肥害和土壤恶化是腐败菌发生发展的结果，
那么，腐败菌及腐败型土壤机制如何？　　地球上成千上万种菌类微生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腐败
菌：使动、植物致病的菌，把有机物变坏、变臭，并释放有害物质的菌，均属于腐败菌。二是有益菌
：能分解有机物，但不释放臭气和有毒物，能把无机物、小分子有机物，包括氨、硫化氢等合成有效
、有益的有机物的菌，均属于有益菌。　　腐败菌占绝对优势的土壤为腐败型土壤。腐败菌多为好氧
菌，所以分解有机物过程中温度、热量损失多。同时，中问产物如氨、硫化氢、甲基吲哚、硫醇、甲
硫醇、甲烷等，臭味大、对动植物有害，继续分解，碳水化合物就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蛋白类被硝
化菌分解为硝态氮，再被反硝化菌还原为无机氮（N2），这样CO2和N2就回归到空气中达到原始的能
量平衡。这种机制，有机物的碳素和氮素营养相当一部分没有被植物吸收利用而损失到空气中。　　
所谓&ldquo;粪放3年如土，土放3天有肥&rdquo;，就是生物菌在其中活动的结果。　　有机肥施用前
，过去一直强调一定要沤熟，这个沤熟的过程，实际上是高温释放热量和有害物质的过程。相当一部
分有机物被提前回归到空气中，造成了空气污染和有机物能量的浪费。比嘉昭夫教授测算，有机物仅
能利用20％～25％，土壤中的有机质，实际是有机物的残渣，高能量易分解的有机物，已经人为损失
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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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商品有两种印刷封面，随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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