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麦科学施肥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麦科学施肥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508254333

10位ISBN编号：7508254333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金盾出版社

作者：彭正萍

页数：140

字数：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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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麦科学施肥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由河北农业大学彭正萍博士等编著。
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合理施肥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小麦的需肥规律，小麦营养诊断施肥技术，小麦科
学合理施肥技术，常用肥料的真假识别，小麦主要病虫害的识别及防治技术，中国小麦种植区划，以
及不同种植区小麦科学管理技术。
本书内容丰富，通俗实用，可供农业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民朋友学习使用，亦可供农业院校相关专业师
生阅读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麦科学施肥技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科学合理施肥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一、植物的必需营养元素    （一）植物的组成和必需营养元
素的概念    （二）植物必需营养元素的种类    （三）各种必需营养元素的主要作用    （四）营养元素
的同等重要不可替代规律  二、科学合理施肥的基本原理    （一）养分归还（补偿）学说    （二）最小
养分律    （三）报酬递减律    （四）因子综合作用律    （五）肥料资源组合原理  三、过剩施肥的危害  
 （一）过剩施肥引起的障碍    （二）施肥的叠加效应、连作引起的生理障碍    （三）过剩施肥的危害  
四、作物营养元素的位置效应与施肥的关系    （一）化肥位置效应的含义    （二）施用化肥时存在的
位置效应与施肥的关系  五、科学合理施肥的基本方法    （一）科学合理配方施肥法    （二）施肥时期
和方法第二章  小麦的需肥规律  一、小麦的生育特性    （一）小麦的干物质积累过程    （二）小麦产
量形成及与营养条件的关系  二、小麦的需肥量与施肥量    （一）小麦的需肥量    （二）小麦的施肥量
第三章  小麦营养诊断施肥技术  一、形态诊断    （一）小麦氮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二）小麦磷
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三）小麦钾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四）小麦钙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五）小麦镁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六）小麦硫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七）小麦铁素失调症
及其防治方法    （八）小麦锰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九）小麦铜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十）
小麦锌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十一）小麦硼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十二）小麦钼素失调症及
其防治方法    （十三）小麦氯素失调症及其防治方法  二、化学诊断    （一）植株化学诊断    （二）土
壤化学诊断  三、施肥诊断    （一）根外施肥法    （二）空白试验法    （三）监测试验法    （四）抽减
试验法    （五）施肥历史回顾诊断第四章  小麦科学合理施肥技术  一、冬小麦施肥技术    （一）基肥    
（二）种肥    （三）追肥    （四）后期施肥  二、春小麦施肥技术    （一）基肥    （二）种肥    （三）
追肥  三、小麦、玉米轮作施肥技术    （一）有机肥施用技术    （二）化肥施用技术  四、小麦、水稻
轮作施肥技术    （一）有机肥施用技术    （二）化肥施用技术第五章  常用肥料的真假识别  一、肥料
简易识别方法    （一）从外观上识别    （二）根据溶解度识别    （三）根据烧灼现象识别    （四）通过
与碱性物质的反应识别    （五）市场上常见真假肥料的识别方法  二、肥料定性鉴别方法    （一）肥料
中离子的鉴定方法    （二）具体肥料品种的识别  三、购买肥料时建议遵循的原则第六章  小麦主要病
虫草害的识别及防治技术  一、小麦常见的主要病虫草害发生症状    （一）小麦白粉病    （二）小麦全
蚀病    （三）小麦纹枯病    （四）小麦根腐病    （五）小麦锈病    （六）小麦赤霉病    （七）小麦黑穗
病    （八）小麦黄矮病和丛矮病    （九）常见的小麦虫害和草害  二、小麦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措施    
（一）播种期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    （二）越冬前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    （三）返青一拔节期病虫草
害的综合防治    （四）孕穗一抽穗初期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    （五）抽穗一扬花期病虫草害的综合防
治    （六）灌浆一成熟期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第七章  中国小麦种植区划  一、春麦区    （一）东北春
麦区    （二）北部春麦区    （三）西北春麦区  二、冬麦区    （一）北部冬麦区    （二）黄淮冬麦区    
（三）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四）西南冬麦区    （五）华南冬麦区  三、冬、春麦兼播麦区    （一）新
疆冬、春麦区    （二）青藏冬、春麦区第八章  不同种植区小麦科学管理技术  一、春麦区小麦科学管
理技术    （一）东部春麦区小麦科学管理技术    （二）西部春麦区小麦科学管理技术  二、北方冬小麦
科学管理技术    （一）范围及分布    （二）北方水浇地冬小麦科学管理技术    （三）北方旱地冬小麦
科学管理技术  三、南方冬小麦科学管理技术    （一）平原地区稻茬麦科学管理技术    （二）丘陵地区
稻茬麦科学管理技术    （三）丘陵地区旱地小麦科学管理技术    （四）华南小麦科学管理技术附录参
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麦科学施肥技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合理施肥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一、植物的必需营养元素　　（一）植物的组成和
必需营养元素的概念　　新鲜植物体一般含有70％～95％的水分，并因植物的年龄、部位、器官不同
而有差异。
新鲜植物经过烘烤后，可获得干物质。
在干物质中含有有机和无机两类物质，干物质燃烧时，有机物质在燃烧过程中被氧化，而转化成为气
体挥发，余下的部分就是灰分。
植物灰分中至少含有几十种化学元素。
经试验证实，植物体内所含的化学元素并非全部都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元素。
植物不仅能吸收它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同时也会吸收一些它并不必需，甚至可能是有毒的元素。
因此，植物体内某种元素的有无和含量的高低，并不能作为此元素是否必需的标准。
确定某种营养元素是否必需，应该采取特殊的方法，即在不供给该元素的条件下进行溶液（营养液）
培养，以观察植物的反应，根据植物的反应来确定该元素是否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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