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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与植物生理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是各类高职高专院校中与生物学相关的专业必修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
　　传统的植物与植物生理按不同的研究领域分为植物形态解剖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分类学等不同
学科或模块，在教材编写结构上各部分彼此独立，在内容上又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复或不衔接，同
时与现有中学生物学教材也存在较多重复，与后续专业课程和专业培养目标也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
鉴于此，编者多年来在高职高专“植物与植物生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应用的基础上，通过职业岗
位群所需技能与能力分析和相关课程间知识结构与关系分析，立足理论教学“必需、够用为度”的原
则，突出实践教学和应用。
编写组在反复斟酌、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了本书编写原则和大纲：将植物生理学的内容和植物解剖结
构的相关内容有机融合，如由叶的发育和结构到光合作用和水分从叶面蒸腾散失，由根、茎的发育和
结构到植物体内水分和无机营养的吸收与运输分配等，充分体现植物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和植物生长发
育及其生理代谢与外界环境的统一这两条重要的生物学原理；将植物形态与植物分类融合，并编入与
理论教材配套的实训教程，以突出其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人员均为全国各相关院校长期从事职业技术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一线骨干教师
，对编写内容分工基本上是结合各人相对专长的研究领域进行的，以保证教材内容能尽可能充分反映
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本教材分绪论十一章正文，绪论和第三、四、六、九章由王衍安（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编写
，第一、二章由龚维红（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五、七章由朱爱林（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
术学院）编写，第八章由刘慧敏（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十章由邓玲娇（广西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编写，第十一章由张友朋（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编写。
初稿完成后，先在编写入员间相互交叉审阅，在避免不同章节内容重复或遗漏的同时，也对书稿做了
初步校正，然后由王衍安、张友朋统稿，张友朋负责全书插图编绘和文字排版，最后经李德全教授审
定全稿。
　　本教材的编写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山东农业大学教务处的关心和指导，同时也得到各编写人员
所在单位领导和师生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对教材中所引用的许多国内外教材、专著及科技期刊的大量资料和图片均尽最大可能一一做了标
注，如有遗漏和错误敬请见谅。
　　本教材力求突出以下特点：　　1.突出高职高专特色　　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度，做到解释基本
概念，讲清基本理论，紧扣专业需求，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知识应用，突出技能与能力培养，在教材
结构、体例和编写风格上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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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与植物生理是生物类各相关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本书编者通过职业岗位群技能与能力需求分析和相关课程分析，立足“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参
考国内外同类教材结构框架，将植物生理与植物解剖结构的相关内容有机融合，体现了植物结构与功
能、生长发育与环境的统一性，突出应用及与专业培养目标的有机结合。
全书包括绪论和十一章正文，分别属于植物细胞与组织、植物的生理代谢、植物的生长发育与调控和
植物环境生理与抗逆栽培等四个部分。
    本书可用作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生物类或植物生产类相关专业的植物与植物生理教材，也可供中等专
业学校师生、农业技术人员和成人教育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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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生产实践中，我们应尽可能维持植物体的水分平衡。
为此，一方面要促进根系的生长，增强植物吸水能力；另一方面要降低蒸腾速率，以免蒸腾强度过大
，水分供应不上而致使植物枯萎，这在干旱环境中尤为重要。
　　减慢蒸腾速率的途径总的说来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栽培管理方面的措施，在干旱地区尽量选择
抗干旱能力较强的植株种类或品种；栽植密度要适当，保持适宜的叶面积系数，果树等要适当修剪，
保持合理的株型或树形也可降低水分的消耗；在炎热的夏季，苗木、花卉要注意适当遮荫、覆盖及喷
水降温。
另外，在移栽树木时要尽量保护根，适当去掉一部分枝叶，并注意浇水和遮荫。
上述措施都可不同程度地降低蒸腾速率，有利于保持植物体内的水分平衡。
　　另一方面是化学调控，近年来，人们发现一些能够降低蒸腾速率而对植物的生长和光合作用影响
不太大的化学物质，这些阻碍蒸腾作用的物质被称为抗蒸腾剂。
抗蒸腾剂按其作用方式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薄膜性物质，喷洒于叶面可形成单分子薄膜，以遮断水分
的散失途径，例如乳胶和石蜡等，喷后抑制蒸腾可达25％～40％左右。
另一类是气孔开度抑制剂，例如黄腐酸、甲草胺（拉索）和二硝基酚（DNP）等，喷后可使气孔关闭
或减小气孔开张度，从而降低蒸腾速率。
第三类是反射性物质，例如高岭土、石灰粉等，喷洒后可对阳光起反射作用，降低叶面温度，减少蒸
腾失水。
　　另外，人们试图在作物栽培实践中摸索一种有效的栽培措施。
例如让大田土壤上层适当干旱，而土壤深层仍然有充足的水分，这样植物的生长不会受到明显限制，
但是处在上层土壤中的根系，便会把水分亏缺的信息传到地上部位，调节气孔开度，减少蒸腾。
这种方式是否比使用抗蒸腾剂更为有效，以及实践当中如何具体操作等尚在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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