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物科学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作物科学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030324054

10位ISBN编号：7030324056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科学

作者：樊龙江//曹永生//刘旭

页数：221

字数：3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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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科学方法>>

内容概要

《作物科学方法(精)》(作者樊龙江、曹永生、刘旭)是在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重点研究课题“作物科
学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工凝练而成。
全书共5章，系统总结了生物进化论、遗传学、生态学、土壤学、气候气象学等与作物科学密切相关
学科的共性方法，论述了作物种质资源、遗传育种、栽培耕作方法演进与基本规律以及现代科学方法
创新对作物科学方法的影响，剖析了作物种质资源、遗传育种、栽培耕作方法典型案例，并预测作物
种质资源、遗传育种、栽培耕作领域发展趋势及前沿方法。

《作物科学方法(精)》可供从事作物科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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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上所述，作物科学方法包括共性方法、特征方法等。
作物科学共性方法（如生物进化论、遗传学和生态学）往往是在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步形
成的，而作物科学的特征方法往往有地域特征，各国作物科学方法的形成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以下仅对我国作物科学特征方法的形成进行回顾和总结。
　　作物科学特征方法其实很早就已被我们的祖先发明并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选择育种是人类使用的最早作物科学方法之一，利用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的祖先驯化了大量野生植物
。
根据农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任何一个作物品种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①利用特定科学实
验方法或工具产生变异或产生新变异类型；②利用特定科学实验方法或工具观察和评价变异，即评价
新产生的变异与原有状态水平的差别或新类型变异是否成功或有效。
也就是说作物品种的产生需具备两套独立的研究方法或工具，一类方法或工具是用来产生变异，另一
类方法或工具是用于评价变异。
在作物驯化过程中，古人是从野生植物中选出不落粒、穗大或早熟等单株或果实作为来年种子，这些
单株与其他植株在产量与熟期等方面跟原有群体植株存在差异，所以驯化选择过程其实是产生变异的
过程，是一种作物科学方法（所谓产生变异方法）。
这样年复一年的选择，最终将野生植物驯化成作物或育成理想的作物品种。
我们现代的品种田间品比试验是另一套对应的研究方法（所谓观察和评价变异方法），该方法是对产
生的遗传变异（新品种）进行评价，如果新品种优于老品种，则新品种替代老品种。
当然我们祖先对最初期选择作物的评价方法是很粗放的，采用的是最简单的目测方法。
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很早就开始由无意识到有意识地使用作物科学方法，直至创造作物科学新方
法。
　　如果我们根据作物科学方法中主要特征方法之一——育种方法为标志，可以把作物科学方法大致
分为传统或经验作物科学方法和现代作物科学方法（表1-3）。
从时间上看，我国传统作物科学方法大约在1万年前到公元1840年，其中1万年前至春秋时期（公元
前770～前476年）是准备期，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是中国农学开始形成的时期，也是
对作物科学方法开始有所认识并进行总结和收集的起始点（以《吕氏春秋》中《上农》等4篇为代表
）。
这个时期作物育种方法是以留种选育为其唯一方法，即通过选择优良单株、单穗或单粒来作为来年种
子改良作物品种，所利用的遗传资源均来自自然变异。
相对于传统作物科学方法，现代作物科学方法中育种方法已摆脱选择育种手段，有性杂交育种和杂交
优势利用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是其标志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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