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〇
一
七
年

第
二
十
三
卷
第
五
期

安徽省农学会安徽省农学会 主办主办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ISSN 1007-7731
CN 34 -1148 / S

20172017
33月上半月月上半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国家职称评定认定学术期刊
Ｃaj-cd规范获奖期刊

地 址：宿州市城东十里天益青集团
（303省道98公里处向西300米路南）

销售热线：0557-3921458 3921225
网 址：http//www.tianyiqing.com

安徽华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宿州市种子公司）

审定编号：国审玉2012015 皖玉2013007

产量表现：
2009年安徽省筛选试验96个品种第1位。
2010年安徽省玉米区试第1位。
2011年东南玉米组试验第1位。
2015年阜阳市玉米新品种展示第1位。
2015年蒙城县玉米新品种试验20个排名第1位，亩产达836公斤。

突出特点：
1、高抗矮花叶病，抗小斑病、茎腐病，中抗南方锈病、纹枯病。
2、抗倒伏，利机收。
3、活秆成熟，粮饲兼用。
4、粗蛋白含量高，达一级饲用玉米。
5、广适，审定区域：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

55

投稿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193号安徽省农委院内《安徽农学通报》杂志社

投稿邮箱：ahnxtb@sina.com anhuinxtb@163.com

联系电话：0551-62675980、62678400 传真：0551-62678400

网址：http: //www.ahnxtb.cn 邮编：230001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7-7731 CN 34-1148/S 邮发代号 26-146
广告经营许可证 皖工商广字3400000000078号 定 价 15.00元

主 办 安徽省农学会 主任委员 郑之宽 执行副主编 张长青

主 管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印 刷 安徽地质印刷厂

编辑出版 《安徽农学通报》杂志社 照 排 安徽地质印刷厂

（合肥市徽州大道193号230001） 发行、订购 合肥市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安徽农学通报（半月刊）Anhui AgricuIturaI Science BuIIetin
1995年创刊 第23卷 第5期（总第315期） 2017年3月上半月

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
她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脉高寒地带，在短暂的时光里飞速

成长。她美丽的叶片包裹茎秆成为酷寒地带一道风景线。她
巧妙利用身躯与蜜蜂互动为繁衍后代赋予了生机和活力，然
后以自己的全部贡献给人类。

——汪 杰

图片摘自央视纪录片《生命的力量》。

农业经济·“三农”论坛

一起柴油污染导致养殖对虾经济损失司法鉴定案例分析

……………………………………………顾双平蔡立旺洪立洲等1

宁波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研究

…………………………………………………………濮佳妍朱正浩4

宣城市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孟超峰8

土地整治项目综合效益分析…………………………岳小松许琴10

皖北美丽乡村建设中乡风文明培育解析………………………李倩12

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研究………………………尹颖14

基于RS/GIS的五峰县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黄蓉杨文斌葛绪广17

苏鲁豫皖交界区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朱青黄立慧倪文倩22

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服务经费投入研究

——英国、加拿大的经验借鉴

………………………………………………张颖吴杰宋明伟26

基础性研究与方法

基于GIS的广西暴雨洪涝灾害的时空特征与脆弱性评价

………………………………………………廖春贵熊小菊胡宝清29

近20年来连云港城市用地扩展特征研究

……………………………………………王丹杨小艳陈阳等34

SmartRoot在大豆根系形态指标测定上的应用

……………………………………………韩毅强石英巩海仁等37

大头典竹叶片蛋白质组学双向电泳技术体系的优化

……………………………………………陈思凯瞿印权杨德明等41

黄精多糖的提取工艺优化…………………李丽杨思文施伽45

生物科学

环境条件对月季黑斑病菌的影响………………………………王芳48

安徽农学通报
AnhuiNongxueTongbao

（半月刊）

刊名题字

郑之宽

第23卷第5期

（总第315期）

2017年3月15日

编委会

主任委员主编郑之宽
副主任委员杨剑波

陈世跃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传喜王占廷王明勇卢卫峰

江洪杨剑波何杰张长青

张华建张健美陈世跃郑之宽

赵建勋侯宜泽施婷婷程备久

社长施婷婷

编辑部主任赵建勋
编辑部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吴祚云（常务）张长青

施婷婷

出版《安徽农学通报》杂志社
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193号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院内
邮编230001
印刷安徽地质印刷厂
照排安徽地质印刷厂
发行合肥市邮局
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26-146
定价15.00元

期刊基本参数：CN34—1148/S*1995*s*A4*155*zh*P*￥15.00*4000*60*2017-5

目次

23卷05期

（上接137页）安排适时调整），分昼间和夜间分别监测。
监测频率需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现状监测频率为
2d，昼夜间各监测一次，监测时段为昼间（6：00—22：00）
和夜间（22：00至次日6：00）。
2.2监测方法和仪器监测方法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监测
仪器由监测单位按规范确定（如：AWA5680声级计）。
2.3监测项目和布点监测项目为等效连续A声级
（Leq），于建设项目验收范围边界共设置5个监测点（见表
1），具体监测点位如图1所示。

表1噪声监测布点设置
序号
1#
2#
3#
4#
5#

监测点位
东南侧边界
西南侧边界

西北侧边界（靠近2栋）
西北侧边界（靠近5栋）

东北侧边界

图1噪声监测布点
3实际案例环境监测结果及分析

该实际案例具体的监测结果见表2，由表2的监测结
果可知，本项目各边界2d的噪声测点均能满足《社会生活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要求，没有
出现超标，达标排放的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表2噪声监测结果

检测日期
（年/月/日）

2016/
04/20

2016/
04/21

检测点
名称

1#
2#
3#
4#
5#
1#
2#
3#
4#
5#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噪声级
Leq[dB（A）]

58.3/48.7
56.7/45.9
51.6/43.7
50.2/40.4
55.1/42.2
57.2/47.5
56.7/46.1
51.8/43.2
51.1/42.9
54.4/44.6

GB22337-2008
2类Leq[dB（A）]

昼间

60

60

夜间

50

50

排放
达标
情况

合格

合格

4结语
将实际案例贯穿融入环境监测的教学课堂体系中，

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脱钩的弊端，
另一方面也让教材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不会过于抽象枯
燥，使教学知识内容更加贴近实际，从而大大增强学生对
环境监测课堂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毕业后更快更好地从事环境监
测实际工作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李仪，罗绪强，杨鸿雁，等.关于高校环境监测课程教学的思考

［J］.广东化工，2014，41（21）：246-247.
［2］仝双梅高校环境监测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安徽农学通报，

2014，20（12）：153-155.
［3］刘辉，劳旺梅，马其坤，等.项目化教学在《环境监测》课程中的应

用［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3，11（1）：43-44.
［4］肖俊霞，吴贤格.环境监测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广州

化工，2010，38（7）：270-272.
［5］陈春明.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法在环境监测课教学中的应用——以

“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课程为例［J］.广东化工，2013，
40（16）：234-235.

［6］徐玉宏.项目竣工验收中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问题分析［J］.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2010（1）：58-60.（责编：张宏民）

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一大批掌握园林技术的专
门人才，为宿迁、江苏其他城市乃至全国园林产业的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2）双师型培养。通过挂职锻炼、校企
合作项目、社会实践等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共同建立
学校、企业、学生参与的人才培养监控体系，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3）强化考证。根据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及从
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的要求，在本科教学中逐步推行“多
证书”制度，以证代考，利用花卉园艺工、园林绿化工、景
观设计师等技能证书检验学生专业技能训练和学习的成
效。（4）科技研发，服务推广。除为地方输送大量优秀毕
业生，本专业教师深入地方园林行业一线进行项目研发
和技术指导，为企业创造效益；此外，通过培训班、作报告
等形式，提高低层次绿化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服务地方。

参考文献
［1］梁娟，周红灿，孔繁磊.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院校园林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J］.大学教育.2014（13）：61-63.
［2］娄娟，杨帆.“政、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园林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探索

与实践［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166-168.
［3］唐琦.高校本科教学中关于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探讨——以风景

园林专业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3（9）：95-98.
［4］谭雪红.产学研结合培养园林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现状及良性运行

对策研究［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3（10）：81-83.
［5］孙得东，李卓冉，连洪燕.地方高校风景园林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改革探索［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5（2）：118-120.
［6］贺坤，赵扬，张志国，等.风景园林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教学平台构

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4（9）：184-187.
［7］刘爽，刘金祥.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J］.现代园

艺，2017（1）：111-112.
［8］张俊玲，吴妍，许大为.风景园林专业基础课优化探讨［J］.齐齐哈

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81-183.
（责编：徐焕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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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37页）安排适时调整），分昼间和夜间分别监测。
监测频率需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现状监测频率为
2d，昼夜间各监测一次，监测时段为昼间（6：00—22：00）
和夜间（22：00至次日6：00）。
2.2 监测方法和仪器 监测方法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监测
仪器由监测单位按规范确定（如：AWA5680声级计）。
2.3 监测项目和布点 监测项目为等效连续A声级
（Leq），于建设项目验收范围边界共设置5个监测点（见表
1），具体监测点位如图1所示。

表1 噪声监测布点设置
序号
1#
2#
3#
4#
5#

监测点位
东南侧边界
西南侧边界

西北侧边界（靠近2栋）
西北侧边界（靠近5栋）

东北侧边界

图1 噪声监测布点
3 实际案例环境监测结果及分析

该实际案例具体的监测结果见表2，由表2的监测结
果可知，本项目各边界2d的噪声测点均能满足《社会生活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要求，没有
出现超标，达标排放的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表2 噪声监测结果

检测日期
（年/月/日）

2016/
04/20

2016/
04/21

检测点
名称

1#
2#
3#
4#
5#
1#
2#
3#
4#
5#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昼间/夜间

噪声级
Leq[dB（A）]

58.3/48.7
56.7/45.9
51.6/43.7
50.2/40.4
55.1/42.2
57.2/47.5
56.7/46.1
51.8/43.2
51.1/42.9
54.4/44.6

GB22337-2008
2类 Leq[dB（A）]

昼间

60

60

夜间

50

50

排放
达标
情况

合格

合格

4 结语
将实际案例贯穿融入环境监测的教学课堂体系中，

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脱钩的弊端，
另一方面也让教材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不会过于抽象枯
燥，使教学知识内容更加贴近实际，从而大大增强学生对
环境监测课堂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毕业后更快更好地从事环境监
测实际工作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李仪，罗绪强，杨鸿雁，等.关于高校环境监测课程教学的思考

［J］.广东化工，2014，41（21）：246-247.
［2］仝双梅 高校环境监测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安徽农学通报，

2014，20（12）：153-155.
［3］刘辉，劳旺梅，马其坤，等.项目化教学在《环境监测》课程中的应

用［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3，11（1）：43-44.
［4］肖俊霞，吴贤格.环境监测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广州

化工，2010，38（7）：270-272.
［5］陈春明.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法在环境监测课教学中的应用——以

“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课程为例［J］.广东化工，2013，
40（16）：234-235.

［6］徐玉宏.项目竣工验收中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问题分析［J］.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2010（1）：58-60. （责编：张宏民）

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一大批掌握园林技术的专
门人才，为宿迁、江苏其他城市乃至全国园林产业的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2）双师型培养。通过挂职锻炼、校企
合作项目、社会实践等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共同建立
学校、企业、学生参与的人才培养监控体系，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3）强化考证。根据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及从
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的要求，在本科教学中逐步推行“多
证书”制度，以证代考，利用花卉园艺工、园林绿化工、景
观设计师等技能证书检验学生专业技能训练和学习的成
效。（4）科技研发，服务推广。除为地方输送大量优秀毕
业生，本专业教师深入地方园林行业一线进行项目研发
和技术指导，为企业创造效益；此外，通过培训班、作报告
等形式，提高低层次绿化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服务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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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得东，李卓冉，连洪燕.地方高校风景园林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改革探索［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5（2）：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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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4（9）：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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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2017（1）：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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