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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西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既注重吸收国内外实践经验及各方面研究成果，又强
调研究的理论性、实证性与对策性，对陕西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有价值的见解
。希望《陕西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研究》的出版能有助于加深各界对陕西省种业发展紧迫性的认识和
理解，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切实解决陕西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
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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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4种业发展对现代农业的影响 2.4.1优化农产品品质 种子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内因
，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首要环节和重要载体。实践证明，优良品种对增加农作物产量和改善品质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种子事业和种子产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
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多次提到种子工作，把优化品种结构、加强良
种繁育体系、良种培育等写进了《决定》。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具有用途上的不可替
代性，使用上的区域性和季节性，需求上恒定性，质量缺陷的高风险性，纠纷的复杂性，种子管理工
作一直列为农业投入品管理的重中之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
产业。1949年以来，优良品种的育成和推广，使小麦增产10倍以上，产量提高到目前的6000千克／公
顷。“超级稻”的培育使我国水稻产量达12 900千克／公顷，比1949年增加了近6倍，紧凑型玉米开创
了单季作物产量过吨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良种在农产品增产中的作用已达到40％左右。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耕地等基本资源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将越来越强，种子品种更新的效应将
更为显著。国家未来的农产品增产计划和目标，将主要依靠种子革命来实现。 2.4.2提高农业科技贡献
率 种子是科技兴农的载体，一切现代农业技术、农艺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种子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发
达国家种子产业已完成从传统种业向现代科技种业的转型，种业正式成为典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科技产
业。据FA0统计，近十年来，良种对全球农业单产的贡献率已超过25％。杂交种玉米的推广使美国玉
米单产提高，总产量达到世界玉米总产量的50％，良种对美国农业单产的贡献率已达到60％。20世
纪60年代墨西哥国际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矮秆小麦，使墨西哥小麦产量在30年内提高了394％，菲律宾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矮秆水稻品种的育成和推广，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足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并
使印度等许多国家从粮食进口转为基本自给。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报告，与2010年相比
，201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8％，达到1.6亿公顷。生物技术将成为未来种业竞争的焦点
。 现代农业是广泛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以及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的专业化、社
会化的农业生产形态，主要是指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的农业，其主要特
征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种子科研、生产、加工、贮藏、销售及技术服务等活动，是现代农业应用
高新技术的集中体现。种子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才使得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及技术得以延续，并实现
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种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现
代化进程的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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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西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研究》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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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是我想要的内容。参考书用。作为专业书，这点内容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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