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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樱桃根系生物学》是作者吕德国和秦嗣军经过多年研究实践总结而成的首部以樱桃为主题的根
系系统研究专著。
全书分别论述了樱桃根系的类型及其生物学特性、樱桃根系的生长发育与功能特性、樱桃根系生长发
育的人工调节、樱桃根域特征、对环境胁迫的响应及其抗逆性，以及根系与土壤处理对樱桃植株生长
发育的影响，最后对樱桃根系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体现了较高学术水平和实用性，探讨了果树根系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果树科研及生产均具
有重要贡献，同时为实现樱桃园科学的土肥水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樱桃根系生物学》适合从事果树学、林学、植物学及其相关专业研究生、果树科研工作者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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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一般果树一样，樱桃的根系按其来源也可以分为实生根系、茎源根系和根蘖根系。
实生根系是指由种子的胚根发育而来的根系。
实生根系一般主根发达，根系分布深广，生命力强，抗逆性强，但个体问往往有差别，易造成树体大
小不一。
甜樱桃砧木中的东北山樱、中国草樱、马哈利樱桃等多采取种子繁殖，用这些砧木嫁接获得的苗木即
具有实生根系。
茎源根系是指通过扦插、压条、组织培养获得砧木再嫁接甜樱桃品种的苗木所具有的根系。
茎源根系是由茎上的不定根发育而来，一般无主根，分布较浅，细根多，生命力较弱，对环境条件的
适应性不如实生根系，但由于是采用无性繁殖，来源于同一个母本，个体间差异较小，建园后植株生
长发育整齐。
甜樱桃砧木中的大青叶多为压条繁殖，中国草樱亦可压条，考特、吉塞拉等则常采取组织培养和扦插
法繁殖，以此为砧木的嫁接苗即具有茎源根系。
根段上或根颈附近的不定芽萌发长成根蘖苗，其根系即为根蘖根系。
根蘖根系的特点类似于茎源根系，但往往不对称。
利用根蘖苗作砧木时，最好归圃一年。
甜樱桃砧木中的中国草樱常采取分株繁殖，以此为砧木的嫁接苗即具有根蘖根系。
　　1.2樱桃根系的分布　　樱桃根系的生长发育特点与砧木类型、土壤条件和栽培管理有关。
用中国樱桃作砧木，须根最发达，水平伸展范围很广，但在土壤中的分布浅，如在冲积性壤土中根系
集中分布在5～35cm的土层中。
以其嫁接的27年生甜樱桃树水平根伸长达11m，超过树冠的2.5倍以上。
马哈利樱桃主根特别发达，幼树时须根亦较多，随植株生长，根系下扎入土较深，须根大量死亡，植
株生长势明显下降，在贫瘠或较黏重的土壤条件下进入盛果期后易发生死树现象。
东北山樱根系较发达，粗细根比例较合适，但对黏重、瘠薄土壤适应性差，不抗涝。
不论何种樱桃，在黏重土壤上根系分布范围均很小，往往只局限于树干周围几十厘米的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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