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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物栽培学、耕作学等农学课程既是农业专业学生的专业课，也应该是非农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基础课
。
但在以往的教材建设中，由于大多是以课程为单位进行的，因此往往仅注重于其内容的深入和详细，
而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和横向知识，特别是综合性知识的介绍，所以有关教材通常只适合于专业学生
使用，而很难为其它专业学生使用。
本书的对象主要是非农学专业学生，因此强调的是综合性和农学基础知识和原理的介绍，对于具体的
生产问题和技术问题可参考本教材所引的其它专业书籍。
同时，本书概述了一些有关种植业的历史、现状和将来，以及人口、粮食、环境和生态方面等的知识
，因此也可作为农学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或作物栽培学等的总论教材使用。
    本书的编写和发行将为农学概论的教和学提供一定的方便。
在实际教学中，还可以结合课程内容安排一些有关实验，如农作物识别、作物生长发育过程观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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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农学的特点　　农学作为农业科学的一个分支，与其它学科一样是一种复杂的以脑力劳动
为主的高水平的社会劳动，具有探索性、创造性和精确性等特点。
此外，还有它自身的几个特点。
　　1、生物性农学的研究对象是农作物，是生物有机体。
在与周围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农作物利用环境中的无机物质和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和各种生理
生化代谢活动，把无机物质转变成有机物，把太阳能转变成化学能，并在这过程中完成其有机体的生
命活动。
由于太阳能和各种生态因予，如热、水、土等在不同地区和季节都有很大的差异和变化，因此农学的
生物性还包括显著的季节性和区域性。
　　农学的季节性和区域性的另一原因，是由农作物的周期性所决定的。
首先，不同作物种类具有不同的个体生命周期，如水稻、春小麦、玉米、棉花等为一年生，冬小麦、
油菜、萝卜、白菜等为二年生，甘蔗、甘薯、马铃薯等为多年生。
其次，作物个体的周期变化又有一定的环节和阶段，如水稻和小麦的周期变化就是由发芽期、苗期、
分蘖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开花期和成熟期等阶段构成的，是一个有序的生长发育过程。
农作物的周期性变化还需要特定的条件，春化作用和光周期现象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农作物的周期性特点反映到农学中，就使农学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和区域性。
　　农作物的生物性特点，还决定了农学研究具有不可逆性、难控制性等特点。
首先，作物生长的各个阶段是有序的、紧密衔接的，既不能停顿中断、又不能颠倒重来，因而具有不
可逆性。
其次，农田生态系统是个开放系统，农作物占有广阔的时空范围，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必须不断地同外
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而具有难控制性。
有时，农学研究为了探讨某些规律，需要更现代化的实验手段和采用人工模拟的方法进行，这与农学
的难控制性特点有关。
　　2、复杂性作物生产是一个有序列、有结构的复杂系统，受多种因子的影响和制约。
农学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和协调各种因子的相关性，以达到高产稳产和优质高效。
农学在研究作物生产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中总结了两条重要规律：一是&ldquo;多因子共同作用
律&rdquo;，另  条是&ldquo;限制因子律&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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