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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记·大宛列传》日：“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下始种苜蓿⋯⋯苜蓿极望
”。
苜蓿是遍布全球而以温带国家为重点的优质豆科饲料作物，富含蛋白质，号称“饲草之后”，与“饲
料之王”——玉米并驱王驾，成为世界两大饲料来源之一。
我国是苜蓿生产大国，早在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大宛马的同时，就把苜蓿作
为“天马”饲料引入中国，开始种植于皇宫，其后逐渐传入农户田园，进而推广到我国的西北、华北
乃至西南的中低山广大地区，成为我国最早引入并广泛栽培的当家牧草。
2000多年来，苜蓿作为一种优良的饲料作物，已植根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之中，而且大力推进
了畜牧业的发展和许多地方优质家畜品种的诞生。
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还证明，苜蓿不仅具有优良的饲用功能，而且具有强大的生态功能。
在现代草地农作制中，苜蓿是农田生态系统促进物流、能流良性循环，从而保持耕地水土，提高后作
物产量的重要成分。
同时在现代牧区发展中，苜蓿作为人工种草的重要成分之一，在促进草畜平衡，保护天然草地资源中
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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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多体现中国的特色，为了汇集更多最新科技的研究成果，《苜蓿科学》编撰工作从2003年
开始，在完成第一稿后，又从2006年起做了一次比较重大修改。
全书共26章，力求科学而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国内外苜蓿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并且对学科前
沿问题和技术探讨的热点问题作出综述和阐释。
为了编写好这部科学专著，参加编写的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参阅了大量文献，整理了1000余篇相关文
献目录附录于后，便于读者参考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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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茎的解剖构造苜蓿茎尖是由胚芽分化而成。
茎尖又分为分生区、伸长区和成熟区三个部分。
1．茎的初生构造苜蓿茎的初生构造是茎尖分生区的顶端生长点，通过细胞分裂分化而成。
初生构造包括表皮、皮层和中柱三部分。
（1）表皮是茎最外面的一层细胞，排列紧密，其细胞外壁有一层角质层，具有保护作用。
表皮上有茸毛，是由表皮细胞伸出形成的。
（2）皮层位于表皮与维管束之间，大部分为薄壁细胞，其内含有叶绿体，成为绿色组织，因此苜蓿
的茎亦能进行光合作用。
在茎的棱角处为厚角组织，可增强茎的直立能力。
（3）中柱为皮层以内的部分，是维管束的总称。
苜蓿茎的中柱，紧靠皮层的部分为维管束鞘，由小形薄壁细胞构成，在每一个维管束的外端有一束加
厚的韧皮纤维。
维管束排列成环，每个维管束从外向内，分别由初生韧皮部、形成层和初生木质部组成。
两维管束之间由薄壁细胞组成射髓。
茎的中央为髓，由大型薄壁细胞组成。
髓内的薄壁细胞破裂时可使茎内产生空腔。
2．次生构造苜蓿茎在初生构造形成后不久，便开始出现次生构造，使茎逐渐粗大。
次生构造由表皮、皮层、次生韧皮部、形成层和次生木质部组成。
在茎的增粗过程中，每一维管束内的束中形成层和维管束外的束间形成层二者连接，构成一个形成层
环。
束中形成层的活动，向内产生次生木质部，向外产生次生韧皮部。
束间形成层的分裂活动产生薄壁细胞，使射髓细胞逐渐加长增厚。
（三）茎的生长苜蓿分枝数、生长速度和刈割时高度是影响产草量的主要因素。
在稀植条件下，不同品种从根颈部位发出的枝条数不同，从数十个到数百个不等，显示了品种的特异
性。
一般枝条粗壮者分枝数较少，枝条纤细者分枝较多，也有一些品种的分枝既粗又多。
在密植条件下，不同品种基生的分枝数大致相近，分枝多的品种因空间不足而受到限制。
细而密的枝条对苜蓿干草的产量和品质有利。
苜蓿分枝数与栽培条件、水肥情况有很大关系。
除基生分枝外，各枝条叶腋处还会抽生出二级分枝和三级分枝，在稀播和水肥供应充足条件下表现更
明显；在密植条件下，这类分枝发生的数量和长度会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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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苜蓿科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苜蓿科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