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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苏州市吴江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现状分析

⋯⋯⋯⋯⋯⋯⋯⋯⋯⋯⋯⋯徐明芳，丁瑞芬，高建峰(1)
锡山区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张宏莉(5)
南湖区农村土地流转做法与成效⋯⋯⋯⋯⋯⋯⋯陆永明(7)
村庄改造管理实效分析

一一基于闵行区村庄改造长效管理调查
⋯⋯⋯⋯⋯⋯⋯⋯⋯⋯⋯⋯何正其，张建华，丁文华(9)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途径探析
⋯⋯⋯⋯⋯⋯⋯⋯⋯⋯⋯⋯⋯⋯⋯⋯⋯⋯⋯田 苑(11)

学习借鉴荷兰经验培育金山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
⋯⋯⋯⋯⋯⋯⋯⋯⋯⋯⋯⋯⋯⋯⋯冯春欢，吴晓林(13)

闵行区农民培训基本情况浅析⋯⋯⋯⋯⋯⋯⋯杨荣(15)
奉贤区农民科技培训教学方法探讨

⋯⋯⋯⋯⋯⋯⋯⋯⋯⋯沈灵佳，张明，王玲燕，等(17)
溧阳市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的实践与成效⋯⋯⋯⋯⋯⋯⋯⋯⋯⋯⋯⋯⋯宋俊贤(18)

浅谈奉贤区农技推广体系现状与发展措施
⋯⋯⋯⋯⋯⋯⋯⋯⋯⋯⋯⋯⋯⋯⋯吴培清，陶赛峰(20)

诸暨市开展镇乡(街道)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的
主要成效和对策建议⋯⋯⋯⋯⋯⋯⋯⋯⋯⋯戚航英(21)

东台市农村沼气发展现状及几点思考
⋯⋯⋯⋯⋯⋯⋯⋯⋯⋯周建生，张礼霞，郑宁，等(23)

分析高校校园外场指示标识的建设与改造
一一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靳小芊，姚仁忠(25)

·专题研究·
设施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研究进展

⋯⋯⋯⋯⋯⋯⋯⋯⋯⋯范洁群，吴淑杭，褚长彬，等(26)
新型温室设施装备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推广利用

⋯⋯⋯⋯⋯⋯⋯⋯⋯⋯⋯⋯⋯⋯⋯⋯⋯⋯⋯刘曼(28)

沼气开发的意义及日常安全管理
⋯⋯⋯⋯⋯⋯⋯⋯⋯⋯陈利利，温海英，吴德雄，等(29)

酵母硒的生产与品质鉴定
⋯⋯⋯⋯⋯⋯⋯⋯⋯⋯戴春风，朱春燕，肖 嘉，等(31)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土壤中镉含量的
不确定度计算⋯⋯⋯⋯载慧峰，何涛，陈丽娟，等(33)

植物中全钾含量测定方法改进初探
⋯⋯⋯⋯⋯⋯⋯⋯⋯⋯何琳华，王虎琴，曹红娣，等(35)

失重率法测定秸秆腐熟剂对小麦秸秆腐熟度试验
研究⋯⋯⋯⋯⋯⋯⋯马新平，胡 健，刘 敏，等(36)

·农产品安全·
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确保亭林镇地产

农产品质量安全⋯⋯⋯⋯⋯⋯⋯⋯盛瑞龙，金仁泉(37)
国内农药多残留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陈丽君，徐桦，朱晓芸，等(38)

超高效液相色谱一串联质谱法测定蜂花粉中克百威
及其代谢物初探⋯⋯⋯⋯戴春风，何亚斌，朱春燕(40)

气相色谱仪双塔双柱测定多种农药残留的研究
⋯⋯⋯⋯⋯⋯⋯⋯⋯⋯徐桦，陈丽君，朱晓芸，等(42)

·粮棉油·
优质高产粳稻新品系“武粳075”的选育研究及

栽培技术⋯⋯⋯⋯⋯⋯宋学堂，吴越，杨一琴，等(44)
水稻新品系“松10l 8”的选育及特征特性

⋯⋯⋯⋯⋯⋯⋯⋯⋯⋯陆铭昌，徐建军，钱刚，等(46)
2013年苏州市水稻新品种比较试验初探

⋯⋯⋯⋯⋯⋯⋯⋯⋯⋯⋯王雪萍，沈海根，蔡凤林(47)

江苏省早熟晚粳迟播水稻品种区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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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琴，杨建忠，徐玉峰，等(49)

优质晚粳稻“嘉58”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
⋯⋯⋯⋯⋯⋯⋯⋯⋯⋯⋯⋯⋯⋯⋯李育，刘银萍(51)

“紫香糯86l”在金山区晚播条件下的种植表现及
栽培技术⋯⋯⋯⋯⋯⋯曹东杰，谢志奎，赵志鹏，等(52)

“中嘉早17”特征特性及高产栽培技术⋯⋯⋯⋯蒋铭(53)
机插水稻单产超650 kg／667 m 2途径分析和高产
栽培技术研究⋯⋯⋯⋯⋯⋯⋯⋯⋯⋯⋯⋯⋯徐启来(54)

早熟晚粳新品种“武运粳29号”机插高产栽培技术
⋯⋯⋯⋯⋯⋯⋯⋯⋯⋯王雪萍，沈海根，严凤根，等(56)

水稻中粳品种在蛙稻生态种养模式下的种植表现
⋯⋯⋯⋯⋯⋯⋯⋯⋯⋯朱元宏，王新其，翁丹龙，等(57)

黄淮海地区水稻机插秧技术规程
⋯⋯⋯⋯⋯⋯⋯⋯⋯⋯王庆轶，李小云，杨福荣，等(59)

机插水稻高产栽培技术⋯⋯⋯⋯⋯⋯李金才，茅晓燕(60)
淮北地区水稻机播超高产栽培关键技术

⋯⋯⋯⋯⋯⋯⋯⋯⋯⋯⋯张弘，葛永刚，王光全(61)

机直播水稻在不同类型土壤条件下的生育性状及
产量差异分析⋯⋯⋯⋯⋯张国江，李进前，袁伟(62)

“宁海胭脂米”高山生态高效栽培技术
⋯⋯⋯⋯⋯⋯⋯⋯⋯⋯陈武健，陈英子，安学君，等(65)

小麦田单季晚稻免耕直播技术要点⋯⋯⋯⋯⋯李存义(66)
钵苗机插稻与毯苗机插稻产量比较试验

⋯⋯⋯⋯⋯⋯⋯⋯⋯⋯黄英，徐国民，杨玉红，等(67)
早稻机插育秧基质筛选和配套技术研究

⋯⋯⋯⋯⋯⋯⋯⋯⋯⋯喻巨荣，陈林龙，何箭洋，等(68)
机插稻高产栽培适宜的秧盘和密度探讨

⋯⋯⋯⋯⋯⋯⋯⋯⋯⋯⋯⋯⋯⋯⋯李晓蓉，顾书忠(69)

连作晚稻不同育秧盘泥试验简报
⋯⋯⋯⋯⋯⋯⋯⋯⋯⋯何箭洋，喻巨荣，胡建富，等(71)

切实抓好超级稻推广 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增效
一一诸暨市2013年超级稻示范推广的成效和措施
⋯⋯⋯⋯⋯⋯⋯⋯⋯⋯戚航英，寿建尧，石星华，等(72)

高温热害天气对婺城区晚稻生产的影响评估
⋯⋯⋯⋯⋯⋯⋯⋯⋯⋯祝丽娟，杜佳，张宝良，等(74)

高产，稳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华麦6号”特征特性
与栽培技术要点⋯⋯⋯吕以忠，陈 春，吕宏飞，等(76)

水稻秸秆全量还田后小麦播种方式及苗期管理技术
应变⋯⋯⋯⋯⋯⋯⋯⋯⋯吴海明，周 波，许小芳(77)

不同基本苗对啤酒大麦新品种“苏B090l”产量的

影响⋯⋯⋯⋯⋯⋯⋯⋯杨玉红，汪强高，徐国民，等(78)
油菜新品种“宁杂1818”特征特性及高产栽培技术
⋯⋯⋯⋯⋯⋯⋯⋯⋯⋯⋯⋯⋯⋯⋯⋯⋯⋯⋯嵇静慧(79)

双低油菜新品种“沪油039”的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
⋯⋯⋯⋯⋯⋯⋯⋯⋯⋯诸秋林，陆林荣，郑超，等(80)

·养殖业·
浅谈南美白对虾套养青虾高效养殖模式
⋯⋯⋯⋯⋯⋯⋯⋯⋯⋯⋯⋯⋯⋯⋯⋯⋯⋯⋯马国新(81)

浅谈光明集团百万头生猪养殖发展
⋯⋯⋯⋯⋯⋯⋯⋯⋯⋯⋯⋯⋯⋯⋯王国明，谢丽玲(83)

上海市种猪场育种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唐瑾(86)
建立骆驼福利模式，发展工厂化养驼产业⋯⋯⋯王坤(88)

海安县畜禽粪便资源与利用调查
⋯⋯⋯⋯⋯⋯⋯⋯⋯钱钧，陈斌，丁华萍，等(89)

·瓜果菜·
西瓜新品种在康桥地区的种植表现⋯⋯⋯⋯⋯⋯章玲(91)

哈密瓜秋季栽培技术⋯⋯⋯⋯⋯⋯⋯⋯陈目标，曾建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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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蜜一号”座果节位试验简报
⋯⋯⋯⋯⋯⋯⋯⋯⋯⋯李丹，金秀华，张婉英，等(93)

叶面肥对哈密瓜裂果的影响试验初探⋯邵燕丽，孙莉华(94)
南方地区樱桃苗木繁育技术规程

⋯⋯⋯⋯⋯⋯⋯⋯⋯⋯王玉坤，张风娣，金国强，等(95)

“FAl89”番茄一年双季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初探
⋯⋯⋯⋯⋯⋯⋯⋯⋯⋯⋯黄华，沈雄，杨志刚(97)

越冬甘蓝品种比较试验研究⋯黄晓炯，李建勇，孟凡磊(98)
紫色食用型甘薯新品种“福宁紫3号”种植表现及
高产栽培技术⋯⋯⋯⋯⋯⋯⋯⋯⋯⋯⋯⋯⋯邱剑华(100)

上海地区夏季青菜有机栽培技术
⋯⋯⋯⋯⋯⋯⋯⋯⋯李建勇，张瑞明，李恒松，等(101)

苦瓜保护地栽培技术⋯⋯房保亚，李小云，杨福荣，等(102)
甘薯“金薯926”生育动态试验

⋯⋯⋯⋯⋯⋯⋯⋯⋯⋯钱秋平，蒋梅巧，卞晓波，等(103)
甘薯。金薯926”扦插期试验

⋯⋯⋯⋯⋯⋯⋯⋯⋯⋯程林润，李朵姣，卞晓波，等(104)

芽苗菜在奉化市的种植情况和栽培技术要点
⋯⋯⋯⋯⋯⋯⋯⋯⋯⋯程洁，林亚芬，吕兔尧，等(105)

·园林花卉·
多肉植物在商务办公环境中降辐射及增湿作用的研究

⋯⋯⋯⋯⋯⋯⋯⋯⋯⋯⋯⋯⋯⋯⋯吴云帆，滕碉(106)

两种吊兰的环境作用及在商业空间中的应用
⋯⋯⋯⋯⋯⋯⋯⋯⋯⋯⋯⋯⋯⋯苏惠雯，张建华(109)

七叶树的性状、用途及播种繁殖技术⋯⋯⋯⋯⋯卢新(113)
推进绿色溧阳建设积极营造碧水青山
⋯⋯⋯⋯⋯⋯⋯⋯⋯⋯⋯⋯⋯⋯⋯朱廷，张林燕(114)

浅谈园林绿化工程管理与企业经济效益⋯⋯⋯梅君华(1 15)
日本莽草的种苗繁育及应用前景浅析

⋯⋯⋯⋯⋯⋯⋯⋯⋯殷丽青，王云峰，竺唯杰，等《l 17)
秋海棠繁殖方式初探⋯⋯⋯⋯⋯⋯⋯⋯⋯⋯⋯李春(118)
粪渣复合基质对一串红生长的影响⋯⋯⋯⋯⋯赵学鹏(119)
香樟叶虫害的观察与启示⋯⋯⋯⋯⋯胡和元，范知菲(121)

·土壤肥料·
温岭市滨海盐土电导率、全盐量和氯离子含量关系式
的推导⋯⋯⋯⋯⋯⋯⋯⋯⋯⋯⋯⋯⋯⋯⋯⋯陈謇(123)

太仓市土壤环境现状与生态改良措施⋯沈文忠，王霞(125)
常熟市水稻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参数初报

⋯⋯⋯⋯⋯⋯⋯⋯⋯⋯⋯杨丽红，吴英英，徐俞(126)
机条播水稻肥料运筹试验初报

⋯⋯⋯⋯⋯⋯⋯⋯⋯陈可伟，陈俊义，解 平，等(128)
施用新型复合肥“北京雷力海藻肥哆对水稻产量及

构成因素的影响⋯⋯⋯屈城乡，王书玉，薛应征，等(131)
缓释配方肥在水稻上的减氮应用效果初探⋯⋯王文忠(132)
水稻增施有机肥减施化肥试验研究

⋯⋯⋯⋯⋯⋯⋯⋯⋯⋯黄慧珍，陶江华，陆铭昌，等(133)
施用叶面肥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初报⋯⋯顾永国，张居翠(134)
新型水溶肥料在棉花上的应用肥效试验

脲胺在油菜上的应用效果研究⋯⋯⋯⋯⋯⋯⋯胡美峰(136)
蓝膜控释肥玉米田间肥效分析⋯⋯⋯⋯褚丽丽，毛爱军(137)
蔺草田不同肥料追施效果试验初报

⋯⋯¨⋯⋯⋯⋯⋯⋯⋯⋯徐裕伦，胡庆存，胡德具(138)
浅谈绿肥种植技术⋯⋯⋯⋯⋯李祥，吴雄兴，沈淳(140)

·植物保护·
薏米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邱星菊(141)
24％噻呋酰胺悬浮剂等药剂防治水稻纹枯病试验

⋯⋯⋯⋯⋯⋯⋯⋯⋯⋯⋯马得伟，王祥林，盛剑(142)
“章姬”草莓炭疽病母间防治试验研究

⋯⋯⋯⋯⋯⋯⋯⋯⋯⋯⋯王 燕，汤正峰，王玲燕(143)
嫁接西瓜根结线虫病的危害特点与综防措施探讨

⋯⋯⋯⋯⋯⋯⋯⋯⋯⋯⋯⋯⋯⋯⋯陈伟强，叶建人(144)

7种杀菌剂对葡萄灰霉病的抑菌试验
⋯⋯⋯⋯⋯⋯⋯⋯⋯⋯⋯赵杰，徐心，周超荚(145)

浅析金坛市稻纵卷叶螟发生动态及防治策略的调整
⋯⋯⋯⋯⋯⋯⋯⋯⋯⋯⋯⋯⋯⋯⋯段康，张喻(146)

21％噻虫嗪悬浮剂等药剂防治稻飞虱药效研究
⋯⋯⋯⋯⋯⋯⋯⋯⋯⋯⋯⋯⋯⋯⋯⋯⋯⋯⋯耿翔(147)

方强农场二化螟大发生原因及防治对策
⋯⋯⋯⋯⋯⋯⋯⋯⋯⋯汪强高，徐国民，韦龙友，等(148)

螺虫乙酯·噻虫啉240 SC等药剂防治西瓜烟粉虱
田间药效试验⋯⋯⋯⋯⋯蔡美艳，冯永斌，陈海波(149)

20％乙螨唑·甲氰菊酯悬浮剂防治柑橘红蜘蛛药效
试验简报⋯⋯⋯⋯⋯⋯⋯⋯⋯⋯⋯胡育海，陈时健(151)

示范应用信息素迷向技术监测和防治梨小食心虫田间
试验效果初报⋯⋯⋯⋯⋯⋯谈春燕，王彦，陈伟(152)

6％阿维·多杀霉素悬浮剂防治甘蓝小菜蛾田间药效
试验⋯⋯⋯⋯⋯⋯⋯⋯⋯⋯⋯⋯⋯陈时健，李春曦(155)

苏州市稻田草害现状及防除对策
⋯⋯⋯⋯⋯⋯⋯⋯⋯⋯⋯沈晴，查国贤，张国彪(156)

55％吡嘧·丙草胺(优草龙)等药剂防除机栽稻田杂草
试验初报⋯⋯⋯⋯⋯⋯吴福民，史志刚，刘才忠，等(158)

麦田土壤封闭药剂筛选试验研究
⋯⋯⋯⋯⋯⋯⋯⋯⋯陈谊君，施圣高，李 涛，等(159)

2％霸草灵单用和混用防除小麦田阔叶杂草和禾本科
杂草试验⋯⋯⋯⋯⋯⋯宋小艳，侯彩兰，孙燕，等(161)

、1、2％井冈·蛇床素水剂防治水稻纹枯病试验示范
⋯⋯⋯⋯⋯⋯⋯⋯⋯刘 琴，刘玉娟，丁国君，等(封三)

·科技推广·
大蒜、蚕豆、水稻万元吨粮栽培技术⋯⋯⋯⋯温作星(163)
大棚草莓一西瓜高效栽培模式⋯⋯⋯⋯⋯⋯沈伟良(164)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的应用与探讨

⋯⋯⋯⋯··⋯⋯⋯⋯⋯·杨进，刘学儒，秦玉金，等(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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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红平，赵国成，吴韦薇，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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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17日，上海市农产品质量认
证中心举行揭牌仪式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王运浩(右三)
在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上海市蔬菜园艺场无公害农产品整体认
证颁牌仪式

』涸甸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前身为上海市农产品质量认证

中心，成立于2000年11月，是负责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与

认证的专门机构，与上海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中绿华夏有机

食品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上海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办公

室合署办公。

中心下设办公室、标准科、认证科和监管科4个科室。主

要职能为：(1)负责上海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材

料受理上报等管理工作；(2)负责上海市认证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产品及其产地环境的监管工作：(3)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规、农业标准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4)组织开

展上海市品牌农产品的推荐评选；(5)协助开展上海市农业标

准的制修订工作；(6)参与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项目研究并

提出政策建议；(7)参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交流及国际

合作；(8)对口指导上海市各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机构工

作；(9)完成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和上海市农委等上级

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中心现有员工20人，其中博士1人，硕士10人，本科6

人，正高级职称1人，副高级职称5人。中心成立10年来，组

织并参与了20多项与安全卫生优质农产品相关的上海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工作；开展了《上海“三品”质量监管可追溯平台

的研发》等10多项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编著了《农业标准化

与农产品认证》等专业书籍；开展了与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

等相关的培训近60批次，培训从业人员4 000多人次：从2004

年开始，连续承办了4届中国绿色食品上海博览会；从2007年

开始，连续协助承办了5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2010

年，中心在全国率先试点开展了无公害农产品蔬菜园艺场整

体认证工作。截至2011年6月底，上海共有“三品一标”产品

2 181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1 882个，农产品地理标志2个，

绿色食品110个，有机农产品18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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