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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不同视角探讨小城镇农业产业园区对于乡镇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 在理论和实践上突出小城镇农业产业园区的规划设计核心
是生态功能研究 ,包括生态设计、生态保护、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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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产业园区与工业产业园区

农业产业园区是乡镇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载体, 扮

演着领衔的作用。农业产业园区形式上概括有多种类型: 无

公害农产品基地、绿色食品基地、生态农业园区、农业旅游观

光园区、农副产品加工园区、农业试验园区、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等。由此看出, 其发展状况

从低等到高等, 从初加工到深加工, 从粗加工到细加工, 从低

层次技术到高层次技术, 从传统农业到高新技术农业。农业

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模式与工业产业园区存在着很大的不

同, 其规划管理、技术研发等方式看似与工业产业园区相似 ,

但考虑农业的特殊性———对土地自然资源的依赖, 土地是农

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和基本资料[ 1] , 与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密切

相关的农业产业园区具有着其特殊性。

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 传统工业生产厂区拆迁移至

城市边缘地带, 各工业单位集中整合于工业产业园区内, 统

一建设、统一交通、统一运输、统一协调、统一环境保护。但

在众多工业产业园区当中, 传统产业萎缩, 高新技术崛起。

如北京市的朝阳区和海淀区[ 2] , 朝阳区是传统工业集中的地

区, 而海淀区是科研大学集中的地方, 技术密集型产业较多 ,

据1986 ～2000 年的工业产值统计, 海淀区的工业发展从原来

落后于朝阳区工业到跨越式发展 , 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朝阳

区。这表明高新技术园区因其技术含量的附加值高, 技术创

新的价值高 , 技术产业的独创性强, 决定其成为城市经济发

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同时代的农业类型有原始农业( 迁移农业、传统农

业) 、现代农业( 商业农业) , 传统农业类型有旱作农业、水稻

农业、地中海农业、游牧业 ; 现代农业类型有种植园、谷物农

业、牲畜育肥农业、乳品业、市场园艺农业、大牧场[ 3] 。虽然

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具有辩证关系 , 工业的快速发展能有效地

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农业发展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生存之本。

我们需关注的是何种形式的农业与何种工业相联系[ 4] , 工业

的发展带动农业的发展, 以达到农业的整合结构当中有着工

业技术的身影, 不是单纯式的简单农业。而农业与高新技术

的有效联系, 更能加快影响农业产业的新形象。

2  农业产业园区与生态环境

传统农业和部分现代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 ,

农业自然资源条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或主要物质基础 ,

也是形成区域差异特征的主要方面。农业自然资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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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农业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及土地资源等。其中农村土

壤的土地资源特色效益起着决定性作用, 是小城镇空间生态

设计的集中反映。

适宜种植不同作物的土壤产生不同的农产品及农产品

加工的产业园区, 如江西省崇仁县马鞍镇的花卉种植产业园

区( 图1) , 这种产业园区直接与农业相关, 就近生产、就近加

工, 其依靠区域、交通等因素可发展成以农业生产为依托, 使

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

业, 治理产业园区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旅游环境; 依托小

城镇镇域内的乡村农业资源优势。在镇区或城镇交通便利

的区域设置农业产业园区, 对作物进行加工、处理, 这种产业

园区是交通、运输、物流的中转枢纽, 其或许仅仅是产业园

区, 或许在其周边布置试验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旅游

农业, 如江西省贵溪市鸿塘镇的农业产业园区( 图2) , 依托附

近周围的农业产业园区, 与农作物、农副产品无直接接触, 仅

生产与农业相关的物质, 如农业机械器具等。这几种产业园

区除与农业有关外, 还与生态农业有着联系。

图1 马鞍镇土地利用规划

图2 鸿塘镇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的农业产业园区与小城镇的农业产业园区在规模、

形式、管理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别。对于农业重镇和农业村而

言, 尊重乡村的传统自然风貌及人文风貌, 生态性的农业产

业园区的意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工程思想和理论在

农业产业园区当中的关注程度应远大于工业产业园区 ,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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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和谐生态规律及生态最优化的原理[ 5] , 设计和改造

园区的生产系统, 疏通物质循环和能量流通的渠道, 以达到

园区最佳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3  农业产业园区与小城镇生态功能

农业产业园区作为小城镇基本功能单元, 即生态元[ 6] ,

相当于小城镇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或种群, 是小城镇生态系统

中的基本成员。农业产业园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与自然的

区域位置界面效应、水陆界面效应、人工的交通网络界面效

应、功能布局界面效应等有关。一是农业产业园区位于水陆

交汇的生态界面, 农业产业尤其是某些特色农业对于水资源

的依赖性较强, 因此, 产业园区的水源很重要。二是农业产

业园区的区域位置界面效应和交通网络界面效应, 园区一般

选在小城镇的对外交通出入口处、靠近高速公路和国道进入

城镇的入口处, 或选在城镇的边缘切线地带, 如江西省崇仁

县马鞍镇的花卉种植产业园区选址于城镇过境道路旁 , 一方

面基于区域、地势、种植特点等技术要求, 另一方面则是交通

便捷的考虑。也有的选在与城镇中心区有一定距离的独立

地段, 如江西省贵溪市鸿塘镇的农业产业园区选址位于镇区

中心区一定距离, 紧邻城镇对外交通出入口处 , 便于运输、物

流、交换。三是农业产业园区的功能布局界面效应, 农业产

业园区用地功能性质的划分与园区的类型定位有关。农业

用地通常分为耕地、园地、牧草地、林地等四大类( 水域另

计) [ 7] 。一般将农业用地直接作为各种农作物的生产基地 ,

如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农业试验园区等园区。除进行农作物

的生产基地外, 农业产业园区的功能布局更多考虑的是第三

产业服务, 即生态旅游观光性质的生态农业园区、农业旅游

观光园区等园区。因此 , 各类农业产业园区无论是产业方面

还是功能方面都内容广泛而含义复杂。

农业产业园区用地功能布局是园区生态设计的核心体

现, 产业园区从筹建到比较成熟大体需要10 年的时间, 作为

小城镇总体规划中集中开发建设的用地, 是小城镇土地利用

规划的重要一部分, 园区应采用成片成块、逐步开发、逐步建

设、预留发展用地的发展模式。设计农业产业园区的用地布

局的尺度观念应有别于工业产业园区的概念, 整个园区用地

规模应控制在城镇总规划用地的10 % 左右 , 其中每块用地

规模一般控制在2～4 hm2 左右, 开发用地既不大也不小。

4  结语

农业产业园区在我国是比较新的事物, 而农业产业园区

的生态功能研究就更是全新的话题, 我们将更关注其发展理

念和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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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甚微或本身资源十分匮乏 , 而在培养的细胞中含量却很

高。因此 , 利用药用植物细胞培养技术生产有用代谢产物,

已成为当代生物技术重要的发展领域。

笔者从大量的栝楼茎切片培养中筛选出了淡黄色透明

状愈伤组织系 , 并用这些愈伤组织建立了悬浮细胞系 , 这些

悬浮细胞系在长期的继代培养中能够保持旺盛的生长能

力。显微镜观察表明, 所建立的栝楼悬浮细胞系分散性好,

生长速度快 , 是栝楼细胞大量培养及工业化生产的理想细

胞系。

试验结果表明, 在供试条件下 , 0 . 1 mg/ L 6- BA + 0 .3

mg/ L NAA+ 1 .5 mg/ L 2 ,4- D 的 MS 培养基是诱导愈伤组织

的最适培养基; 在看护培养下,1 .0 mg/ L 6- BA + 0 .2 mg/ L

NAA + 1 .0 mg/ L 2 ,4- D 的液体 MS 培养基是细胞悬浮培养的

最适培养基, 该培养基中产生的单细胞个数最多。单细胞

生长曲线的测定结果表明, 栝楼悬浮细胞的生长在第3 ～5

天为对数生长期, 以后生长速度会逐渐降低 , 因此栝楼悬浮

细胞系的继代周期以3 ～4 d 较适宜。

生长迅速的悬浮细胞是原生质体游离、生长、植株分化

以及外源基因导入和转化的重要条件。高密度的细胞培养

对悬浮细胞诱导和原生质体的分裂十分重要, 但给遗传操

作和突变体的分离与筛选造成不便, 为解决该问题, Smit [ 9]

等应用看护培养法进行了低浓度的玉米悬浮细胞的培养,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采用类似方法进行低浓度栝楼悬

浮细胞的看护培养 , 也取得了较好的培养结果。通过看护

培养, 笔者筛选出保留生长速度更快的栝楼愈伤组织悬浮

细胞系。可见看护培养系统为优良栝楼细胞悬浮系的筛选

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此外 , 栝楼细胞有效药物成分的含量及不同培养条件

对悬浮细胞次生代谢产物合成的影响等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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