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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膜的应用与污染防治》

前言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源、环境、人口和食物的多重压力，尤其是水土资源的日趋短缺，如何高效
利用有限自然资源生产足够的食物已经成为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
、水土资源相对缺乏、农业生产气候条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国家，如何实现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是
解决13亿人口食物安全的关键。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设施栽培和地膜覆盖栽培已经成为解决我国粮食、蔬菜等食物的关键措施之一。地膜已经
成为化肥、种子、农药以外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之一。为了应对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和扩大
农作物种植区域，地膜已成为一种新的、必需的农业投入品，其使用范围和使用量正在迅速增加，被
广泛应用于蔬菜、棉花及烟草等经济作物和玉米、小麦及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中。地膜覆盖栽培技
术在农业生产中适应范围广、适用作物种类多、增产幅度大、经济效益高、发展速度快，深受广大农
民欢迎。农业科技人员将传统农业技术与地膜覆盖技术有机结合，在地膜覆盖机理与覆盖栽培模式的
研究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形成了能够适应各地实际情况的地膜覆盖栽培模式，尤其是地膜植棉技术
、盐碱地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水稻地膜覆盖育秧技术、玉米地膜垄覆沟种技术、玉米双垄沟地膜覆盖
栽培技术等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当前我国农业正向集约化、设施化、标准化、产业化和特色
化的现代农业方向转变过程中，地膜覆盖技术在促进区域农业生产、保障食物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方
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地膜在农业生产上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应
用后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膜生产材料一般降
解性极差，这些高分子聚合材料在自然条件下完全分解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加之地膜的增塑剂可能
产生的一些有害物质对作物和人类产生危害，因此，地膜污染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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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膜的应用与污染防治》

内容概要

《农用地膜的应用与污染防治》从我国农用地膜的应用与地膜残留污染的角度，以丰富的资料和翔实
的数据分区域分绍了地膜主要应用模式和关键技术，以及地膜污染的特点，对地膜覆盖栽培与地膜污
染防治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促进地膜覆盖技术的合理应用和地膜污染问题的解决，为地
膜应用与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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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增加反射光提高作物光合强度地膜覆盖后由于地膜自身和地膜下附着的微细水珠对光的
反射作用增加了散射光，有效地改善了作物中下部叶片及株行间的光照条件，对于强化中下部叶片的
光合作用、延缓叶片衰老有一定作用，覆盖反光地膜能有效地促进葡萄、番茄、桃子、苹果果实着色
，提高着色指数，改进品质；在日光温室的后墙上张挂反光幕（银色反光膜），使温室中后部作物生
长整齐一致，如番茄果实提早成熟、品质改进和产量提高。地膜覆盖能有效地改善和提高近地面的光
照状况，增加株行间的反射光和散射光，使作物提早进人有效的光照强度内，推迟光补偿点的到来，
增加了有效光照时间，提高光能利用率，增加了光合产量，这是地膜覆盖使农作物获得早熟高产的重
要原因之一。（二）改变土壤与大气热量交换白天太阳辐射透过地膜到达土壤使地表增温并向下传导
，由于地膜阻隔减少地面热量向空气中辐射传导，也阻止水分蒸发的热损失，使热量向深层传导和聚
集，促进地温升高，提高地温的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一般可达3～6℃，在我国北方，早春
地膜覆盖可以增加有效积温300℃左右，延长了有效生育期，这是“三北地区”地膜覆盖获得早熟高产
的重要原因之一。地膜覆盖后改变了土壤水分的自然分布与运动状态，形成了特殊的分布与运动规律
，研究结果显示，地膜切断了土壤水分向空气蒸发的通道，抑制了土壤水分的蒸发，把蒸发的水分阻
隔于地膜下，具有明显的保水、提高水分利用率的作用，节水达30％～60％。在地膜覆盖情况下，由
于地温高、土壤湿度适宜，土壤微生物活跃，加速了土壤有机质分解矿化和营养物质的释放速度，增
加了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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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用地膜的应用与污染防治》是长期从事地膜覆盖栽培、地膜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专家和学者多
年心血的结晶，以实践应用为目的，主要介绍了我国地膜发展和应用现状、各区域主要覆盖栽培模式
、污染特点和防治技术。全书共分五章，具体内容包括农用地膜发展和应用现状、地膜主要应用技术
模式、地膜污染现状及防治技术、农田残膜回收机械研究、可降解地膜研究及应用评价等。该书可供
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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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送货及货品本身都不错。今后继续。。。
2、书内容很好，就是纸张的材质有点反光，废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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