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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涉及育种、栽培和各个相关领域的小麦科学著作。
全面论述了我国6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小麦生产的发展，育种、栽培和有关学科的研究成就
，以及国外在这些领域的新进展。
    全书共二十八章。
第一、二、三章分别介绍了我国小麦生产概况、种植历史和现行种植区划；第四、五、六、七章为基
础理论阐述，包括小麦生长发育与器官建成、生理生化、育种的遗传学基础和遗传资源；第八章至第
十五章为育种部分，其中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小麦育种目标与育种策略，其余各章则分别按不同育种途
径，总结和阐明了品种间杂交育种、轮回选择、诱变育种、远缘杂交、双单倍体育种、杂种小麦以及
目标性状选育的原理、方法、成就和经验；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一章为栽培部分，其中第十六章专门论
述了小麦栽培的基本原则和技术体系，其余各章分别论述了麦田土壤耕作、培肥与灌排、麦田种植制
度、北方冬小麦栽培技术、南方冬小麦栽培技术以及春小麦栽培技术；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八章，分
别论述了小麦主要气候灾害、病害、虫害、草害、产量预测预报、收获与干燥、品质和大规模机械化
生产。
    本书可供从事小麦科研、教学和生产与科研管理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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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序第一章 中国小麦生产概况 第一节 小麦的分布 第二节 小麦生产的发展   一、小麦生产的发展   二
、小麦面积、单产和总产量的变化 第三节 小麦生产技术的进展   一、小麦生产活动   二、小麦生产技
术的改进   三、小麦高产规律的探索 第四节 小麦生产发展战略   一、稳定面积、主攻单产、改善品质
、增加总产量   二、中、低产地区和麦田的改造   三、南方小麦的开发   四、改良和提高小麦品质   五
、建立高产优质高效技术体系第二章 中国小麦种植历史 第一节 中国小麦种植的起源与扩展   一、中国
小麦种植的起源   二、中国小麦种植的扩展 第二节 中国古代小麦栽培技术   一、战国秦汉时期小麦栽
培技术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小麦栽培技术   三、隋唐宋元时期小麦栽培技术   四、明清时期小麦栽培
技术第三章 中国小麦种植区划 第一节 小麦区域划分的依据 第二节 春（播）麦区   I东北春（播）麦区  
Ⅱ北部春（播）麦区   Ⅲ西北春（播）麦区 第三节 冬（秋播）麦区   Ⅳ北部冬（秋播）麦区   v黄淮冬
（秋播）麦区   Ⅵ长江中下游冬（秋播）麦区   Ⅶ西南冬（秋播）麦区   Ⅶ华南冬（晚秋播）麦区 第四
节 冬春麦兼播区   Ⅸ新疆冬春（播）麦区   X青藏春冬（播）麦区第四章 小麦的生长发育 第一节 营养
器官的建成   一、根   二、茎   三、叶 第二节 结实（生殖）器官的建成   一、麦穗的形成   二、籽粒的
形成 第三节 分蘖及其成穗   一、分蘖的出现   二、分蘖的两极分化和成穗   三、分蘖在小麦生产中的作
用 第四节 器官相关的形态学诊断与肥水效应   一、器官相关的一般规律   二、异常环境条件下相关同
伸规律的破坏   三、器官相关与肥水效应 第五节 生育期与生育阶段   一、生育期和生育阶段的划分   二
、生育阶段的类型特点及其应用   三、中国小麦品种生育期的地理差异 第六节 小麦品种的感温性与感
光性   一、中国小麦品种的感温性与感光性   二、温光反应与器官建成及其实践意义 第七节 小麦的群
体   一、麦田生态系统   二、小麦群体结构   三、群体功能   四、麦田生态系统的运动特征与调控的基
本原则第五章 小麦生理 第一节 种子生理   一、籽粒组成   二、种子萌发   三、胚生长过程中的物质变
化   四、影响萌发的环境条件   五、种子的寿命和贮藏 第二节 呼吸作用   一、呼吸的意义和过程   二、
呼吸速率及其变化 第三节 光合作用   一、光合器官   二、光合过程   三、光合产物和分配   四、光合生
产能力   五、选育高光合生产力品种 第四节 小麦与水   一、水势及其变化   二、根系和吸水   三、水分
蒸发蒸腾   四、小麦对水分胁迫的反应   五、品种抗旱性的选育 第五节 无机营养   一、小麦的氮代谢   
二、磷在小麦生活中的意义   三、硫酸根还原和硫化物   四、其它大量营养元素   五、微量元素   六、
离子的吸收和转运   七、重金属毒害 第六节 生长物质   一、生长素   二、赤霉素   三、细胞分裂素   四
、脱落酸   五、乙烯   六、芸薹素第六章 小麦育种的遗传学基础⋯⋯第七章 小麦的遗传资源第八章 小
麦育种目标和育种策略第九章 品种间杂交育种第十章 轮回选择第十一章 诱变育种第十二章 远缘杂交
第十三章 小麦单倍体及其利用第十四章 杂种小麦第十五章 目标性状的选育第十六章 小麦栽培的基本
原则和技术体系第十七章 麦田土壤的耕作、培肥与灌排第十八章 麦田种植制度第十九章 北方冬小麦
栽培技术第二十章 南方冬小麦栽培技术第二十一章 春小麦栽培技术第二十二章 小麦主要气候灾害第
二十三章 小麦病害及其综合防治第二十四章 小麦虫害及其综合防治第二十五章 麦田草害及其防除第
二十六章 小麦产量预测、收获与干燥第二十七章 小麦品质第二十八章 小麦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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