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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田间杂草危害评价

林建海!王 硕!路文杰!张英俊!李志强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北京

!&&!%'

$

摘要!采用
+7489:

倒置"

;

#多点取样点及目测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得出鄂尔多斯地区的紫花苜蓿$

!"#$%&

'

()&*

+$,&

%田共有
!%

种杂草分属
<

科!以禾本科&藜科的杂草危害为主!其次分别是苋科&菊科和紫草科的杂草'头茬

刈割后的主要杂草群落为猪毛菜$

-&.)(.&%(..$/&

%

=

虎尾草$

01.(2$),$2

'

&+&

%

=

灰绿藜 $

01"/(

3

(#$45

'

.&4%45

%

=

反枝苋$

65&2&/+14)2"+2(

7

"84)

%

=

稗草$

9%1$/(%1.(&%24)

'

&..$

%

=

麦家公$

:$+1()

3

"2545&2,"/)"

%

=

狗尾草$

-"+&2$&,$2$#$)

%

=

苍耳$

;&/+1$45)$<$2$%45

%!其中前
"

种杂草对苜蓿的危害率较高!危害级高达
#

级'

而第
#

茬刈割后的主要杂草群落却是以虎尾草
=

猪毛菜
=

麦家公
=

灰绿藜
=

反枝苋
=

狗尾草为主的群落!前
'

种杂草的危害级较高'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以"草害程度#为评价指标!综合评价了头茬刈割后不同杂草组

分对苜蓿田的危害程度!结果表明!各杂草危害程度由大到小为猪毛菜
"

稗草
"

虎尾草
"

反枝苋
"

灰绿藜
"

麦家

公
"

狗尾草
"

苍耳'综合相对多度&株高&危害率&杂草品质和杂草毛&刺对适口性的影响这
>

个指标!才能全面&

系统地反映出各杂草组分对苜蓿的相对危害性'

关键词!紫花苜蓿(杂草(相对多度(危害率(草害程度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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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

#&!'

$

&%@!"!#@&<

#!

!!

紫花苜蓿#

!"#$%&

'

()&+$,&

$因产草量高&富含

蛋白&适口性良好等原因"在奶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杂草危害的发生"是影响苜

蓿草产量和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

(

)苜蓿建植初

期"杂草与其幼苗竞争光&水和营养"使苜蓿弱小"密

度低"生长缓慢"严重者导致建植失败而毁种'

'@"

(

)

即使是建植
!

年以上的苜蓿地"杂草仍能威胁其生

长"特别是在春末夏初头茬刈割之后"此时光&热&水

有利于杂草的生长"很容易形成草害'

>

(

)当杂草的

覆盖度达到
#&A

时"苜蓿的产量将下降
!>A

%当杂

草覆盖度达到
"&A

时"产草量将降低
"!A

'

?

(

)因

此"苜蓿地的草情调查和草害治理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

近年来"随着紫花苜蓿的大力推广"对传统的耕

作除草措施&除草剂安全性筛选&化学防除杂草效

果&除草剂施用技术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研

究'

B@!!

(

"而在草害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且大多为不

同地区杂草种类&发生时期&特点的基础调查'

!#@!?

(

"

这给生产管理过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成本)为

此"本研究调查鄂尔多斯市不同茬次苜蓿刈割后的

杂草发生情况"包括发生种类&发生量&生长特性和

杂草对苜蓿品质的影响等方面"旨在分析不同杂草

组分对苜蓿的相对危害性"并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

判法"系统评价苜蓿田各杂草组分的危害程度"以期

为我国苜蓿田杂草防治的理论研究和科学生产管理

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6!

调查方法
!

调查样点设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地处
!&?C"!D$!&<C>"D1

"

'<C!<D$

"&C!!D2

)分别在前两茬刈割后#

?

月中旬&

<

月

初$"采用
+7489:

倒置*

;

+多点取样点及目测相结

合的方法"各选取有代表性的
>

块苜蓿田"在每块田

地上各取
!&

个
!8

# 的样点进行调查)第
'

茬刈割

后#

!&

月后$"由于低温寒冷"苜蓿处于越冬期"不进

行杂草发生情况的调查)

!6"

测定指标与方法
!

调查前两茬刈割后主要

杂草种类的盖度&密度和株高"并统计杂草田间均度

#

-

$&田间密度#

EF

$&田间频度#

G

$&相对多度

#

)*

$&危害率和危害级等指标)

#

收稿日期,

#&!#@!#@'!

!!

接受日期,

#&!'@&>@&B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HI&B&

$%农业部牧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

,*)/@'>

$

作者简介,林建海#

!%<<@

$"男"福建莆田人"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杂草防治)

1@89J5

,

5

K

7#&!!<<<<

"

!#?6L48

通信作者,张英俊#

!%B!@

$"男"内蒙古四子王旗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草地建植与管理&牧草利用及草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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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盖度通过目测法完成%密度根据每个样点

出现的杂草各组分株数来确定%采用量尺测量株高"

重复次数依据田间杂草各组分的株数而定"若超过

>

株"则任选
>

株进行测量"若少于
>

株"则全部测

量)

!6"6!

田间均度&田间密度和田间频率

田间均度,某种杂草在某调查田块中出现的样

方次数占总调查样方数的百分比)

=T

$

/

$T!

!!

5

>

T!

;

$

>

5/

U!&&A6

田间密度,某种杂草在各调查田块样方中的平

均密度之和与调查田块数之比)

!?T

$

/

$T!

?

$

/

U!&&A6

田间频率,某种杂草出现的田块数占总调查田

块数的百分比)

@T

$

/

$T!

A

$

/

U!&&A6

式中"

5

为调查样方数%

/

为调查田块数%

;

$

>

为某种

杂草在调查田块
$

的样方
>

中出现与否"出现记为

!

"未出现记为
&

%

?

$

为某种杂草在调查田块
$

中的

平均密度#株数-

8

$#

$%

A

$

为某种杂草在调查田块

$

中出现与否"出现记为
!

"未出现记为
&

)

!6"6"

相对多度

相对多度#

B6

$

T

相对均度#

B=

$

=

相对频度

#

B?

$

=

相对频率#

B@

$%

B=T

某种杂草的田间均度
各种杂草的田间均度和U!&&A

%

B?T

某种杂草的田间密度
各种杂草的田间密度和U!&&A

%

B@T

某种杂草的田间频率
各种杂草的田间频率和U!&&A

)

!6"6#

危害级和危害率
!

危害级是根据欧洲常用的

五级草害分类法'

!B

(来确定的)当
B>A

%

盖度
&

!&&A

时"危害级为
>

%当
>&A

%

盖度
&

B>A

时"危害级为
"

%当

#>A

%

盖度
&

>&A

时"危害级为
'

%当
>A

%

盖度
&

#>A

时"危害级为
#

%当盖度
&

>A

时"危害级为
!

)

危害率
T

$

危害级
U

该危害级的地块数
最高危害级

U

总地块数 U!&&A

)

!6"6$

草害程度
!

根据相对多度&危害率&株高&杂

草品质的影响和杂草的绒毛&纤毛&疣毛&硬毛等#统

称为*毛+$以及刺对适口性的影响这
>

个指标"采用

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草害程

度+,

CTBU6D

式中"

C

为不同杂草的综合评判值矩阵%

6

为各指标

的权重矩阵%

B

为各指标值矩阵)由于各指标在评

判草害程度的重要性不同"参照前人的研究'

!<

(分配

相应的评价权重大小"即
*T&6'&

&

&6'&

&

&6!&

&

&6#&

&

&6!&

"各指标评级标准列于表
!

)

!!

其中"

V

"

和
V

>

都采用
%

分制分级评分法"标准

如下,

V

"

,

&

#

'

分"发生量很小&匍匐&俯卧型的杂草"

影响很低%

'

#

>

分"发生量很小&直立型的杂草"影

响低%

>

#

B

分"发生量大&品质较好杂草"影响中等%

B

#

%

分"发生量大&品质一般的杂草"影响高%

%

分以

上"发生量大&品质较差的杂草"影响很高)

表
!

!

各评价指标的评级标准

%&'()!

!

%*)

+

,&-)./&0-&,-.1230-343-5&()4&(5&/31030-36&/1,

评语

,488RNW

指标集
0NSJL9W4X:RW

V

!

V

#

V

'

V

"

V

>

很低
3RX

P

54Y

&

>

&

>

&

>

&

'

&

'

低
.4Y >

#

!& >

#

!& >

#

!& '

#

> '

#

>

中等
E4SRX9WR !&

#

#& !&

#

#& !&

#

#& >

#

B >

#

B

高
ZJ

O

7 #&

#

'& #&

#

'& #&

#

'& B

#

% B

#

%

很高
3RX

P

7J

O

7

'

'&

'

'&

'

'&

'

%

'

%

注,

V

!

&

V

#

&

V

'

&

V

"

和
V

>

分别代表相对多度&危害率&株高&杂草对苜蓿品质的影响和杂草的毛&刺对适口性的影响)下同)

24WR

,

V

!

"

V

#

"

V

'

"

V

"

9NSV

>

XR

[

XR:RNWXR59WJ\R9]QNS9NLR

"

79M9XSSR

O

XRR

"

[

59NW7RJ

O

7W

"

J8

[

9LW4̂ YRRS:4N

_

Q95JW

P

4̂ 95̂95̂9

"

J8

[

9LW4̂ YRRS:

.

79JX:9NSW74XN4N

[

959W9]J5JW

P

"

XR:

[

RLWJ\R5

P

6+7R:98R]R54Y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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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

#

'

分"无毛无刺型杂草"对苜蓿适口性的影

响很低%

'

#

>

分"有毛无刺型杂草"影响低%

>

#

B

分"

无毛有刺型杂草"影响中等%

B

#

%

分"有毛有刺型杂

草"影响高%

%

分以上"多毛多刺型杂草"影响很高)

由于各指标值随评语等级线性上升或下降"故

可构建线性函数作为隶属函数,

^

#

8

!

$

T̂

#

8

#

$

T̂

#

8

'

$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T̂

#

8

>

$

T

& ;

&

'

;

?

$

!

#

'

%

;

%

%

! ;

'

(

)

*

%

!6"67

杂草品质的测定
!

对于第
#

茬收获的杂草"

根据
*̀ *,

法'

!%

(测定其粗蛋白#

,(

$含量"用
39N

/4R:W

法'

#&

(测定中性洗涤纤维#

2FG

$和酸性洗涤纤

维#

*FG

$含量)

"

!

结果与分析

"6!

杂草种类组成
!

调查到鄂尔多斯地区春播紫

花苜蓿田的主要杂草共有
!%

种"分属
<

科"其中以禾

本科&菊科的种类最多#

>

种$"各占
#?6'A

%其次是藜

科#

'

种$"占
!>6<A

%其他杂草
?

种"分属
>

科#表
#

$)

"6"

紫花苜蓿田杂草的发生调查

"6"6!

不同茬次刈割后的相对多度分析
!

根据相对

多度#

)*

$的统计结果"前两茬苜蓿刈割后都是以禾

本科&藜科杂草危害为主"而苋科&菊科和紫草科的

杂草危害较轻#图
!

$)与头茬苜蓿刈割后的杂草发

生情况相比"第
#

茬刈割后调查到禾本科&紫草科杂

草的相对多度在增加"而藜科&菊科和苋科杂草的相

对多度却在减少)

鄂尔多斯地区的苜蓿田中"不同茬次刈割后发

生的阔叶草#包括菊科&藜科&紫草科&苋科和其他

科$在杂草群落中所占的比重大于禾草"第
!

茬和第

#

茬刈割后
)*

阔叶草
a)*

禾草分别是
!%>6?&a

表
"

!

春播紫花苜蓿田杂草名录

%&'()"

!

%*)(3./128))-.

9

)63).30.

9

,30

+

:.))-)-&(2&(2&23)(-.

科
G98J5

P

种
/

[

RLJR:

禾本科
bX98JNR9R

狗尾草#

-"+&2$&,$2$#$)

$&虎尾草#

01.(2$),$2

'

&+&

$&稗草#

9%1$/(%1.(&024)

'

&..$

$&马唐

#

?$

'

$+&2$&)&/

'

4$/&.$)

$&芨芨草#

6%1/&+1"245)

3

."/#"/)

$

藜科
,7RN4

[

4SJLR9R

猪毛菜#

-&.)(.&%(..$/&

$&灰绿藜#

01"/(

3

(#$45

'

.&4%45

$&碱蓬#

-4&"#&

'

.&4%&

$

紫草科
c4X9

O

JN9LR9R

麦家公#

:$+1()

3

"2545&2,"/)"

$&紫筒草#

-+"/()(."/$45)&8&+$."

$

菊科
,48

[

4:JW9R

苍耳#

;&/+1$45)$<$2$%45

$&山苦荬#

E8"2$)%1$/"/)$)

$&苦荬菜#

ED#"/+$%4.&+"

$&禾叶苦荬

#

ED

'

2&5$/"&

$&茵陈蒿#

62+"5$)$&%&

3

$..&2$")

$

苋科
*89X9NW79LR9R

反枝苋#

65&2&/+14)2"+2(

7

"84)

$

其他科
Ẁ7RX:

蒺藜#

F2$<4.4)+"22")+2$)

$&马齿苋#

G(2+4.&%&(."2&%"&

$&田旋花#

0(/,(.,4.4)&2,"/)$)

$

图
!

!

第
!

"

"

茬苜蓿刈割后的杂草发生情况分析

;3

+

<!

!

=0&(

>

.3.128))-30/),2),)06)&2/),/*)23,./&0-.)610-*&,4)./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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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和
!B<6<?a!#!6#&

)然而"在鄂尔多斯地区

并未调查到莎草科杂草"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受温带

内陆干旱半干旱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长期影响的

结果)

!!

将所有杂草按照相对多度大小排列"能明确地

显示出苜蓿田不同杂草的存在状况"并量化不同杂

草种群在苜蓿田间的优势度#图
#

$)对于头茬刈割

后的苜蓿田而言"主要杂草群落为猪毛菜
=

虎尾

草
=

灰绿藜
=

反枝苋
=

稗草
=

麦家公
=

狗尾草
=

苍

耳)其中"猪毛菜&虎尾草&灰绿藜&反枝苋和稗草的

相对多度都大于
'&6&&A

"为头茬苜蓿刈割后的优

势杂草种群)

然而"第
#

茬刈割后的苜蓿田中却是以虎尾

草
=

猪毛菜
=

麦家公
=

灰绿藜
=

反枝苋
=

狗尾草为

主要杂草群落"其中"前三者为优势杂草种群#相对

多度分别为
B<6!?A

&

"%6B%A

&

'>6?<A

$)对比鄂

尔多斯地区前两茬苜蓿刈割后的杂草发生情况"发

现
<

月中旬调查到猪毛菜&虎尾草&麦家公&马唐&蒺

藜&苦荬菜和茵陈蒿的相对多度有所增加"而其余杂

草的相对多度却减少甚至没有再出现)

"6"6"

不同茬次刈割后的杂草危害率分析
!

虎尾草

和稗草等禾草"猪毛菜&反枝苋等阔叶草对头茬刈割

后的苜蓿田危害程度较严重"危害率在
!?A

#

#&A

"危害级高达
#

级"其余杂草的危害级为
!

#表

'

$)而在第
#

茬苜蓿刈割之后"发现危害最严重的

杂草是虎尾草"危害率高达
#<A

"危害级高达
'

级%

其次是猪毛菜和麦家公等阔叶草"危害级都为
#

级"

危害率分别是
!<A

和
!?A

"其余杂草的危害级为
!

级)

与上述相对多度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采用

不同的统计指标来评价各杂草组分在苜蓿田的危害

程度排名有较大的出入)如在第
#

茬刈割后的苜蓿

田"马唐的危害率为
!&A

#排在第
>

位$"而其相对多

度为
!'6'BA

#排在第
<

位$"这反映出仅用单一指标

来评价杂草在苜蓿田的危害程度是不全面的)

"6#

头茬刈割后的草害程度分析
!

分别用相对

应的隶属函数将不同杂草的各评价指标值进行模糊

化"得出模糊关系矩阵
)

#表
"

$)据计算公式
CT

BU6

"即得到其草害程度综合评判值"并将之从大

到小排序"可全面&准确地评价不同杂草种类对苜蓿

田的相对危害性#图
'

$)

对于头茬刈割后的苜蓿田而言"草害程度最严

重的是猪毛菜#

&6BB>

$"其次是稗草#

&6B?"

$"再次分

别是虎尾草&反枝苋&灰绿藜&麦家公&狗尾草和苍耳

等杂草"应将上述杂草作为致力防除的重点对象"而

其余杂草对苜蓿的草害程度很低"在经济损失允许

图
"

!

第
!

"

"

茬苜蓿刈割后不同杂草组分的相对多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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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之内"可不列入防除的考虑范围)

对比头茬刈割后杂草的相对多度&危害率分析结

果#图
#

"表
"

$"发现稗草对苜蓿田的危害程度排名存

在较大的波动)若采用相对多度单一指标排名"稗草

在苜蓿田间的优势度#

'"6!#A

$排在第
>

位%若仅采

用危害率指标排名"稗草的危害率最高)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稗草的株高&品质和毛&刺对适口性影响这

三方面也会造成其危害程度排名的变化)

表
#

!

紫花苜蓿田杂草危害率分析

%&'()#

!

@&A&,--)

+

,))&0&(

>

.3.128))-.

9

)63).30&(2&(2&23)(-.

杂草种类

;RRS:

[

RLJR:

第
!

茬刈割后
*̂WRXW7R!:W79X\R:W

危害率
Z9M9XSSR

O

XRR

!

A

危害级
Z9M9XS5R\R5

第
#

茬刈割后
*̂WRXW7R#NS79X\R:W

危害率
Z9M9XSSR

O

XRR

!

A

危害级
Z9M9XS5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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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

,1 !& ! " !

d+, " ! # !

I. " ! < !

/fE " ! " !

E+ " ! !& !

fE, # ! ? !

g,Z # ! # !

I( " !

ZgfE # !

II, # !

+eZ # !

E,e # !

表
$

!

各评价指标值的模糊矩阵

%&'()$

!

%*)25AA

>

?&/,3B1230-343-5&()4&(5&/31030-)B

杂草种类

;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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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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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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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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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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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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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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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e !6&&& &6""& &6&!& &6'?B &6B>&

c, !6&&& &6?&& &6#>< !6&&& &6><'

EIb &6?'< &6'?& &6!%% &6B>& &6#>&

b;, &6>?& &6!#& &6!!B !6&&& &6!?B

,1 &6>!" &6#&& &6!>> &6'>& !6&&&

d+, &6!!% &6&&& &6#%" &6'!B &6'!B

I. &6&%< &6&&& &6&&& &6&&& &6%!B

/fE &6&'' &6&&& &6>%& &6#'' &6&&&

I( &6&#< &6&&& &6!%& &6#!B &6&!B

E+ &6&&% &6&&& &6!<> &6!<' &6&<'

fE, &6&&& &6&&& &6!&& &6&<' &6&&&

ZgfE &6&&& &6&&& &6#?& &6&'' &6&&&

g,Z &6&&& &6&&& &6"&& &6&!B &6#>&

II, &6&&& &6&&& #6&"& &6&!B &6&<'

+eZ &6&&& &6&&& &6#&& &6&&& &6&<'

E,e &6&&& &6&&& &6&"& &6&&& &6&&&

?!"!



&%

!

#&!'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图
#

!

不同杂草的草害程度综合评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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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小结

#6!

不同茬次刈割后杂草发生情况的差异性

!

在不同收获茬次期间"苜蓿田不同杂草种类的危

害率是有差异的#表
'

$"这可能是受杂草种子库中

的杂草种子种类及数量影响的结果'

#!

(

)由于调查

到的大部分杂草都属于夏一年生类型"且受
"$?

月

的低温作用的影响"这才可能使得第一茬收获中的

杂草量极少)

在头茬苜蓿刈割之后"春天萌发的杂草正处于

营养生长期"适宜的水热条件导致杂草发生危害严

重'

>

(

)根据
;J5:4N

和
cQX

O

RNRX

'

!

(的研究结果"随着

苜蓿的第
!

茬刈割"对照区的杂草是最有竞争性的"

可降低牧草的相对饲草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在第
#

茬苜蓿刈割之后#

<

月中旬$"调查到灰绿藜&反枝

苋&稗草&苍耳&紫筒草等杂草的相对多度在减少"其

可能原因是这些杂草是由上一茬收割后萌发产生

的"其再生性差)

#6"

综合
>

个指标评价草害程度的必要性
!

单采用相对多度指标虽然能明确地显示出紫花苜蓿

田不同杂草的存在状况"并量化不同杂草种群在苜

蓿田间的优势度"但是还不足以反映出不同杂草的

竞争力和危害率)且不同种类杂草的生长速度&株

高等生物学特点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

(

"在进

行草情调查研究时"应结合相对多度&危害率&株高&

杂草对苜蓿草品质的影响和杂草的毛&刺对适口性

的影响这
>

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

出各杂草组分在苜蓿田的相对危害性"这比相对多

度或危害率单一指标评价更为系统)

吕世海'

>

(对初花期紫花苜蓿田地上部营养物质

含量的分析测试结果发现"苜蓿的粗蛋白和粗纤维

含量受杂草的影响最大)其中"粗蛋白含量随着杂

草量的增加而降低"而粗纤维含量则随着杂草的增

加而提高)所以"将杂草对苜蓿品质的影响作为综

合评判草害程度的指标之一是合理的)同时"杂草

的株高也是影响草害程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高大

稠密型杂草"对苜蓿的生长有着严重的抑制作用)

GJ:L7RX

等'

"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随后的几茬收获

中"若杂草一起被刈割移除的话"会使得苜蓿积极生

长并能压制住杂草)

另外"还要考虑杂草的毛&刺对适口性的影响)

杂草的植物属性"如苍耳的叶两面有贴生糙伏毛"叶

柄密被细毛"表面具钩刺和密生细毛%麦家公的茎基

部和叶两面被短糙状毛%猪毛菜的叶生短硬毛&先端

有硬刺尖等'

##

(

"都会对苜蓿草产品的适口性造成一

定的影响"严重者甚至会使得家畜中毒"所以"也应

将其列入草害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之一)

#6#

进行草情调查的重要性
!

由于不同地区苜

蓿田的杂草发生规律及优势杂草种群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

!'@!?

(

"若要实现紫花苜蓿的高产"必须做好草害

的防治工作)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进行草情调

查"在全面了解当地杂草发生的种类&时期&数量&特

点等之后"才能选用正确的方法来防除杂草)目前"

在苜蓿建植的过程中"常用除草剂作为杂草控制手

段"此方法能够提高苜蓿的产量和品质'

#

(

"控制草害

在经济阈值允许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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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期刊编辑学分会会员代表大会
暨中国畜牧兽医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纪要

#&!'

年
<

月
<

日"*第六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期刊编辑学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畜牧兽医科技期刊

发展论坛+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李传业代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会出席了会

议)会员代表
?#

人参加了会员代表大会)会议中"对期刊编辑学分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选

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同时举办了
#&!'

年中国畜牧兽医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副

社长&副总编肖宏做了*科技期刊的学术经营与管理+的专题报告"论坛上交流了期刊改革经营的现状及发展

出路等热点问题"清晰了畜牧兽医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第五届理事会不断吸收新会员"完善期刊编辑学分会组织机构"使分会的工作常态化%组织科技论坛"强

化会员交流"促进期刊创新发展%开展的期刊评选工作"树立了畜牧兽医科技期刊经营发展的标杆"促期刊质

量提高和经营理念的转变"继续弘扬奉献创新促进科技传播"服务行业的理念%会员单位间加强交流协作%会

员单位的积极支持使分会的财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期刊分会日常活动与交流处于常态化)互联网&数字技

术的科技发展与普及应用对传统期刊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期刊创新"仍有新生机)期刊发展的集团

化是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畜牧兽医期刊也应与时俱进"走联合发展之路)

二"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

分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冯艳秋当选为第六届期刊编辑学分会理事长"孔平涛&叶志刚等
!'

人当

选为副理事长%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常务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
'"

人"理事
?#

人"孔平涛当选为第

六届期刊编辑学分会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