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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营养学》教材是农业部教育宣传司下达的编写任务。
它分上下两册，上册由北京农业大学植物营养系负责编写，下册由南京农业大学土化系负责编写。
为了协调上下册衔接和避免重复，两校参编教师共同制定了编写大纲，且主编之间也多次交换意见。
在教育宣传司指导下，对编写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并于1991年4月在福州召开的高等农业院校教材
指导委员会土化、植保学科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经土壤化学小组审定，通过了编写大纲。
　　《植物营养学》上册于1991年底分工后，开始着手收集资料。
在编写到定稿期间，参编教师曾对初稿进行了反复讨论，相互审阅和多次修改，发挥了集体的智慧，
体现了良好的合作精神。
这是本教材编写过程中的突出特点。
1993年7月完成并定稿后，9月送请南京农业大学史瑞和教授评审。
尔后，编者又再次进行补充和修改，并由主编进行全面统稿、文字润色和定稿。
　　《植物营养学》是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和土壤农化专业的骨干课程。
本教材全面梗概地介绍了植物营养的基本理论和原理。
教材共分十一章，其内容是：植物营养学科发展概况；植物必需营养元素（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和微
量元素）的营养功能；有益元素的营养功能；植物对养分的吸收以及养分在体内的运输和分配；并从
土壤是植物养分主要来源的角度，对七壤养分的生物有效性进行了介绍；本教材还增加了矿质营养与
植物生长、产量和品质的关系；植物营养遗传特性与改良和植物对逆境土壤的适应性等方面的内容。
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对植物营养学科有较全面的了解，并扩大其视野；同时也为土壤和植物营养专业学
生学习后续课程打好基础。
　　教材的分工是：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大量营养元素）和第四章（微量营养元素）由陆景陵
教授编写；第三章（中量营养元素）、第七章（养分的吸收）、第九章（矿质营养与植物生长、产量
和品质的关系）以及第十章（植物营养的遗传特性与改良）由张福锁教授编写；第五章（有益元素）
和第六章（土壤养分生物有效性）由曹一平教授编写；第八章（养分的运输和分配）和第十一章（植
物对逆境土壤的适应性）由李晓林博士编写。
　　本教材的特点是：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植物营养的基本内容，所用材料新，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植
物营养学科发展的情况，并有一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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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营养学(上)(第2版)》是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或土壤农化专业的农业部指令性教材。
同时可作为高等农业院校的种植类与有关类别的各专业，如农学、园艺、植保、植生以及资源与环境
等专业的参考教材；对从事土壤肥料、肥料生产、农业环保等有关人员和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业务
管理干部以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也都有参考价值。
下册是在学生掌握了上册植物营养的基本理论和原理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肥料的种类、品种
、性质和特点；肥料在土壤中的形态、转化与生物有效性；肥料对作物生长发育、产品品质以及生态
环境的影响；各类肥料的有效施用与科学管理的原则与技术。
本教材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近年来肥料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成就，并从全面维护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高度
阐述了要充分利用有机废弃物，广辟有机肥源以及加速物质循环在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持续发展中
的必要性与作用。
　　《植物营养学》原是农业部教育司下达的编写任务。
上、下册分别由中国农业大学与南京农业大学教师负责编写，1995年出版至今已有8年，印刷多次，在
使用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
随着高等农业教育、科研和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教材内容，以满足相关专业的研究
生、本科生教学急需。
南京农业大学应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的委托，组织成立了《植物营养学》(下册)第2版教材修订小组，
负责在原教材的基础上修编第2版。
修订版基本保持了原教材的结构框架，但根据当前学科的发展水平，更新了不少内容，特别是加强了
对有机废弃物农肥资源技术方面的介绍，另外在各章后面还增加了思考题，供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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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植物营养学与农业生产　　绿色植物的显著特点是其根或叶能从周围
环境中吸取营养物质，并利用这些物质建造自身的躯体或转化为维持其生命活动所需的能源。
植物体从外界环境中吸取其生长发育所需的养分，并用以维持其生命活动，即称为营养。
植物体所需的化学元素称为营养元素。
营养元素转变（合成与分解）为细胞物质或能源物质的程称为新陈代谢。
实质上，营养元素是代谢过程的主要参与者。
这表明植物营养与新陈代谢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植物营养学是研究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运输、转化和利用的规律及植物与外界环境之间营养
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科学。
或者说，植物营养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植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营养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的具体过程，
以及体内营养（养分）物质运输、分配和能量转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施肥手段为植物提供充
足的养分，创造良好的营养环境，或通过改良植物遗传特性的手段调节植物体的代谢，提高植物营养
效率，从而达到明显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产品品质的目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
粮食生产不仅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且也要为副食品生产、畜牧业、养殖业以及工业生产（糖、酒
等）提供原料。
通常，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根据我国国情，继续扩大耕地面积的潜力已不大，虽然我国尚有许多未开垦的土地，但大多存在投资
多、难度大的问题。
这就决定了我国粮食增产必须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后，我国化肥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化肥生产量和化
肥进口数量的逐年增加，粮食总产量也随之迅速上升（图1—1）。
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种植结构的变化，粮、棉、油的种植面积有所减少，而瓜、菜、果园的面积发
展较快，从而出现粮食总产滞后于化肥用量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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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植物营养学：上册(第2版)》由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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