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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牡丹历来有“国色天香”、“百花之王”的美誉，是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传统名花，也是具
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经济植物。
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应用历史。

本书总论中介绍了牡丹的栽培简史、遗传资源、生物学特性、品种分类、品种改良和产业发展，各论
中按照地理方位阐述中原牡丹、西北牡丹、西南牡丹、江南牡丹、东北牡丹、国外牡丹及延安牡丹和
鄂西牡丹。
本书是对中国牡丹的较全面的梳理与总结。
为日后中国牡丹的研究与应用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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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生命周期与年周期
3.1.2芽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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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药用价值
6.1.3食用、保健及其他
6.2国内外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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