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各地方学会认真做好推荐工作。

61继续做好发展高级会员的工作。现有高级会
员 354 名, 发展高级会员首先要注意质量, 由于总

会评审时只是根据各地报来的材料,因此,要求各地

推荐时,要对所填材料负责,绝不应草率从事,以免

影响申报人的申请。

71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五届四次理事长、秘书长
工作会议定于 1999年 4月在杭州浙江农业大学召

开。此次会议主要研究召开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第六

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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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98 ASAE Annual In ternationa l M eeting)

� �: 1998年 7月 11～ 16日

� �: 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CSA E)国际交流工作委员

会主席、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副院长杨邦杰博

士代表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出席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

(A SA E) 1998年国际年会,会议期间与A SA E 和国

际农业工程协会 (C IGR )的负责人讨论了学会间的

关系。

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 1998年国际年会是本世

纪在美国召开的最后一次大会,明年的年会将在加

拿大召开。到会代表 1000多人。会议分 6个专题,论

文达 800多篇:①动力与机械专题论文 105篇; ②土

壤与水 209篇;③信息与电技术 172篇; ④结构与环

境 145篇;⑤食品与加工 100篇;⑥其他约 76篇。论

文用CD ROM 出版,不印论文集。

从论文的内容来看,有以下特点:

1. 重视产品质量与环境保护　本次会议集中在

提高产品质量与保护农业环境方面,提高产量不是

发达国家农业研究的重点。食品与粮食的加工主要

考虑产品的质量,水土工程研究水土流失控制与水

质的保护。

2. 信息技术应用发展迅速　①计算机视觉

(compu ter vision o r m ach ine vision)用于食品加工

质量监测;②遥感技术用于作物监测、土地监测与水

资源的监测; ③由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基于 3S 技

术的精确农业受到重视。

3. 设施农业集中在粪污处理、利用与气味的控

制。

杨邦杰博士认为: 中美之间农业科技的差距主

要在农业工程技术方面,“科教兴农”要靠农业工程

科学与技术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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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8年 7月 10～ 12日

� �: 广州

这次会议是国家教育部“高等农业院校农业工

程类本科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与实

践”项目组,为了深入研讨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

业的新课程体系构建并进一步推动农业工程类本科

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而召开的。会议邀请

了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西

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河南农

业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等校的 17 位本学科知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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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学术带头人参加。项目主持人汪懋华、蒋亦元院

士和鲁楠教授共同主持了会议。会议根据国外著名

大学农业工程相关专业的教学以及我国高等工程教

育改革的实践经验,对构建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方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

讨。

����: 明确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新

课程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提出课程体系构建与实

践的具体方案,初步安排针对新课程体系的本专业

部分面向 21世纪教材的编写计划,推动农业机械化

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改革研究与试点实践。

�����	
:

1. 构建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的课程体

系,要以机械工程学科为基础,坚持软硬结合,以硬

为主的原则; 要体现机与电、技术与管理、农机与农

艺三个结合。在软硬结合的掌握尺度上,硬的方面应

该使学生具有能够进行农业机械及相关装备性能设

计的水平。

2. 会议形成了供各院校改革试点参考的“农业

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方案及主

要课程目录”。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形成的农业

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方案具有较好

的改革力度和新意。主要体现在: ①体现了加强基

础、拓宽专业知识面的教学知识面的教学改革基本

思想。在课内学时大量压缩的同时,提高了自然科学

基础和人文、经济、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的比例。②强

调了基本知识的掌握、基本技能的训练,并在此基础

上突破了原有的体系,对课程进行了重新组合。尤其

在专业基础课程的安排中较为突出。③体现了知识、

能力和素质综合发展和全面提高的原则。新方案增

加了讲演与写作,生物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农业工

程与可持续发展等拓宽知识面的课程,更好地重视

了工程科学与生物科学、经济科学知识的相互融合

与渗透。④重视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基本实践

技能的训练。增加了贯穿学生专业基础学习阶段的

机械综合设计的训练项目,加强了必要的实习和实

践教学环节。

3. 关于“农业工程”引导性专业的课程体系框架

结构。农业工程专业应该是一个按一级学科设置的

试点性专业。它的设置不是单纯地为解决部分院校

的专业发展问题,而是要为农业工程学科服务于我

国的经济建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对人才培养新

需求的一种新探索。其培养模式应该是具有一定工

程背景的高级农业工程技术人才。其服务领域可以

在农业规划、决策、管理部门,新兴农业企业,农业教

育、推广和农业装备的营销服务部门等选择。其知识

结构应具备农业工程、大农学和农业经济与管理等

3个主要复合性知识。

4. 根据提出的新课程体系构建方案。关于农业

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面向 21世纪教材编写计划,

初步提出先以“农业机械学”、“汽车拖拉机学”、“农

业机械化管理”、“现代测试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技

术”等 5门教材作为本专业第一批新编教材选题,向

全国有关院校专家公开招标,将于 1998年 10 月份

项目组全体会议期间作进一步研究。

5. 决定今年 10 月下旬在西北农业大学召开项

目组专家会议,进一步研究审议农业工程类各专业

新课程体系构建方案和深入课程内容改革研究与试

点实践方案的实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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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电

子化,推进科技信息交流的网络化进程, 经研究决

定, 本刊入网“Ch ina Info (中国信息)网络资源系统

《电子期刊》”及“D EALM A KER 出版在线 (美

国)”。所以,向本刊投稿并被录用的论文,将一律由

编辑部统一纳入上述 2个系统,为进入因特网提供

信息服务。凡有不同意将自己稿件纳入因特网传送

交流的作者,请另投它刊。本刊所付稿酬包含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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