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NSU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甘肃省优秀期刊
□全国科技期刊三等奖
□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二等奖
□《CAJ-CD 规范》执行优秀奖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

lSSN 1001-1463
CN 62-1050/S

 主办：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2015

甘

肃

农

业

科

技

二

○

一

五

年

第

五

期
︵
总

第
473

期
︶

2015 年第 5 期（总第 473 期）

（月刊）

编辑出版： 《甘肃农业科技》 编辑部

地 址： 兰州市安宁区农科院新村 1号

邮 编： 730070

电 话： （0931） 7614994 7616925

E-mail： gsbianjibu@163.com

gsbianjibu@126.com

http： //www.gsagr.ac.cn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国内发行： 兰州市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5 信箱）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所）

《甘肃农业科技》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主管、 主办， 主要报道农作物育种、 耕作栽

培、 旱地农业、 节水农业、 园艺、 土壤肥料、 植物保护、 中药材、 畜牧、 水产、 农产

品加工储藏等学科的新成果、 新技术等， 适合农业科技工作者、 农技推广人员、 农业

管理干部、 农业院校师生、 农村科技骨干和农民技术员阅读。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每月 25 日出版， 错过订期的读者亦可从本刊编辑部直接订阅。

邮发代号： 54-8    单 价： 6.00 元 全 年： 72.00 元

邮局汇款 地 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农科院新村 1 号

收款人： 《甘肃农业科技》 编辑部

银行汇款 户 名：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账 号： 27-022201040000588

开 户 行： 农行兰州市安宁区支行师专分理处

行 号： 103821002221

联系电话： （0931） 7614994

欢迎订阅《甘肃农业科技》

主管单位：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办单位：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 编： 王恒炜
副 主 编： 梁志宏
编辑部主任： 刘润萍
本期责任编辑： 刘润萍

中国标准刊号：

（月刊 1963 年创刊）
第 5 期（总第 473 期） 2015 年 5 月 25 日出版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
杂志寄回，由本刊编辑部负责调换。

ISSN 1001-1463
CN 62-1050/S

GANSU NONGYE KEJI

国内邮发代号 54-8 国内定价 6.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6201054000002



《甘肃农业科技》 为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和甘肃省农学会主办，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 （月刊）， 是全国优秀农业期刊

和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现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 （CJFD）、 万方数据库、 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录。 为进一步提高本刊的办刊质量和编辑工作效率， 现根据有关编辑规范

和标准， 对作者来稿要求如下。

1稿件内容要求
稿件内容可涉及农作物育种、 耕作栽培、 植物保护、 土壤肥料、 旱地农业、 畜牧兽医、 园艺 （林）、 林业、 中药材、 食用菌、 食品科

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研究简报、 专题论述及新品种介绍、 新技术指导、 研究动态等。 要求没有政治错误,不涉及保密问题,无专利及署名

纠纷； 研究思路和方法科学正确并有新意,数据可靠,研究结果有独到的发现、 发明或见解,对生产和科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 文

责自负。 若作者不允许本刊对文字及少量内容删改， 请在来稿时加以声明。

2稿件写作要求
（1）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 20个汉字， 不用副标题， 并附英文题目。 署名作者应为论文主题研究及撰写者， 作者单位应是支持完成研究工作

并对研究内容承担责任的单位,同时写明其所在省、 市(县区)名称和邮政编码； 作者姓名右上角和单位名称前应用数字标明相互对应关系。

（2） 有市、 州 （院校） 及以上基金或项目资助者,请在论文首页下注明项目来源、 名称和编号， 并提供第一作者简介， 包括姓名、 出

生年、 性别、 民族、 籍贯、 职称、 现从事工作及联系电话或电子信箱， 如有通讯作者， 也应提供上述内容。

（3） 摘要限 150～200字。 论述、 综述类文章选用指示性摘要， 研究报告 （简报） 采用报道性文摘(包括目的、 材料、 方法、 结果和主

要结论)。 关键词应选择能反映文章特征内容， 较为通用的规范性词汇 3～8 个， 学术价值较高的稿件， 需加翻译准确的英文摘要与关键

词。

（4） 内文格式请参照本刊近期发表的文章。 前言不列标题， 应概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材料与方法应写明试验材料、 时间、 地点、

重复次数、 取样数量、 试验设计及方法 （包括观测内容） 等； 如采用与前人相同的方法， 只需提供文献， 对有改进处应交待清楚； 如为新

方法， 则应详细说明。 结果与分析应简明扼要， 层次分明， 试验数据须进行恰当的统计分析。 讨论应结合前人的工作着重论述本文的创新

点， 避免太远的推论。

（5） 文章一级标题序号用 1， 二级用 1.1， 三级用 1.1.1， 均靠左侧顶格书写， 最多分三级。 拉丁文生物学名的属、 种名为斜体， 定名

人为正体， 属名在文中首次出现时不能缩写； 基因符号用斜体； 数字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

（6） 表格一律采用三线表， 线条图须用计算机制作， 且该图形文件能在文稿中打开并可进行编辑， 表题、 表头、 栏目、 表注、 横纵

坐标说明、 图例、 图版说明等要齐全。

（7） 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一律采用字母书写。 如长度分别用 km （公里)、 m （米）、 cm （厘米）、 mm （毫米）、 μm （微米）、 nm

（纳米）； 质量用 t （吨）、 kg （千克）、 g （克）、 mg （毫克）； 面积用 km2 （平方公里）、 hm2 （公顷）、 m2 （平方米）、 cm2 （平方厘米）； 时间采

用 a （年）、 d （天）、 h （小时）、 min （分）、 s （秒）； 体积采用 m3 （立方米）、 L （升）、 mL （毫升）； 土壤养分、 水分含量一律用 g/kg、

mg/kg、 μg/g等。 不采用非法定的计量单位， 如尺、 方、 亩、 斤、 ppm等。 准确区别和应用百分数和百分点。

（8） 每篇文章应至少引用参考文献 5 条以上。 参考文献请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排序， 中外文混排， 并在正文引用处加注符合著录规

范的右上角标。 引用期刊文献的著录顺序为： 序号、 作者 （列前 3 位， 中间用逗号隔开， 3 人以上列出前 3 人后加“等”）、 题目、 文献类

型、 刊名、 年份、 卷 （期）、 起止页。 示例： “[1]王鹏冬， 杨新元， 赵晓军， 等.山西食用向日葵种质资源对列当抗性的初步鉴定[J].甘肃农

业科技， 2007 （1）:16-17.”。 引用普通图书著录顺序 （包括图书[M]、 会议论文集[C]、 资料汇编[G]、 学位论文[D]、 报告[R]、 参考工具书[K]、

报纸[N]、 标准[S]、 专利文献[P]等） 为： 序号、 作者、 文献名、 文献标识类型、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 示例： “[2]王忠.植

物生理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412-413.”。

3投稿要求
（1） 本刊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接收 word 文档格式的稿件。 2 个工作日内编辑部将对来稿进行电子邮件回执， 请注意及时收取。 办理有

关手续后， 可立即发出电子版录稿通知。 投稿请发 gsbianjibu@163.com， 回修稿请发 gsbianjibu@126.com。 本刊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农科院新村 1号 《甘肃农业科技》 编辑部， 邮政编码： 730070。 联系电话： （0931） 7614994、 7616925。

（2） 切勿一稿多投， 严禁抄袭、 剽窃。 投稿内容如为本单位科研成果， 请附单位介绍信或成果鉴定 （审定）、 获奖证书等复印件。 来

稿请自留底稿， 本刊不退稿。 退修稿件应在 1个月内修回。

（3） 国家、 省级基金项目或攻关课题论文优先选登。 一经决定刊用即通知交纳版面费， 文章发表后即付稿酬， 并赠送样刊。 凡本刊

发表的文章， 稿件的著作权属于作者。 编辑部可以文摘类刊物或电子出版物、 网络等形式公布， 不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不同意者， 请在来

稿时声明。

（4） 投稿时务请注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便于编辑与作者及时联系和邮寄刊物。

4著作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 汇编、 发行、 信息网络传

播本刊全文。 本刊支付的稿酬含该社著作权使用费。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的上述声明。

《《甘甘肃肃农农业业科科技技》》征征稿稿简简则则 《甘肃农业科技》常用法定计量单位及符号
分 类 符 号 名 称 说 明 分 类 符 号 名 称 说 明
时间 a 年 力、重力 N 牛［顿］

d 天 1 d＝24 h 压强 Pa 帕（斯卡） 1 mmHg＝133.322 Pa
h 小时 1 h＝60 min 电流 A 安（培） 1 A＝1 000 mA
min 分 1 min＝60 s mA 毫安 1 mA＝1 000 μA
s 秒 μA 微安

质量 t 吨 1 t＝1000 kg 电压 V 伏（特）
kg 千克（公斤） 1 kg＝1000 g＝ 2 市斤 频率 Hz 赫兹
g 克 1 g＝1000 mg；50 g＝1市两 能、功、热 J 焦（尔） 1尔格＝1×10-7 J
mg 毫克 1 mg＝1000 μg kJ 千焦
μg 微克 光照度 Lx 勒（克斯）

长度 km 千米（公里） 1 km ＝ 1 000 m 功率 kW 千瓦
m 米 1 m ＝ 100 cm W 瓦 1马力＝735 W
cm 厘米 1 cm ＝ 10 mm 单位质量 t/hm2 吨每公顷
mm 毫米 1 mm＝1 000 μm kg/hm2 千克每公顷
μm 微米 1 μm＝1 000 nm kg/m2 千克每平方米
nm 纳米 g/m2 克每平方米

土地面积 km2 平方公里 照射量 C/kg 库［仑］每千克 1伦琴＝2.58×10-4 C/kg
hm2 公顷 1 hm2＝10 000 m2＝15亩 旋转速度 r/min 转每分
m2 平方米 667 m2＝1亩 速度 m/s 米每秒

体积 L 升 1 L＝1 000 mL km/h 公里每小时
mL 毫升 量浓度 mol/L 摩［尔］每升
m3 立方米 mol/kg 摩［尔］每千克
mm3 立方毫米 微量浓度 mg/kg 毫克每千克 1 mg/kg ＝ 1 ppm

平面角 ° 度 μg/g 微克每克
′ 分 μg/kg 微克每千克
″ 秒 质量浓度 kg/L 千克每升

摄氏温度 ℃ 摄氏度 g/L 克每升
物质的量 mo1 摩［尔］ mg/L 毫克每升
热力学温 K 开（尔文）

《《甘甘 肃肃 农农 业业 科科 技技》》著著 作作 权权 声声 明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在中国

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 汇编、 发

行、 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 本刊支付的稿酬含该社著作权

使用费。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

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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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苜蓿芽菜提早栽培技术 ………………………………………………………………………于建平， 李斌杰， 梁建元（89）

甘州区加工番茄丰产栽培技术 …………………………………………………………………………………… 成英林， 张才年（90）

临泽县钢架大棚芹菜一年两茬栽培技术…………………………………………………………………王舜奇， 丁明元， 梁顺有（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