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与植物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植物与植物生理>>

13位ISBN编号：9787040265217

10位ISBN编号：7040265214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王衍安

页数：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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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与植物生理>>

前言

　　《植物与植物生理》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植物与植物生理”国家精品
课程配套教材。
　　《植物与植物生理》在多年来高职高专“植物与植物生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试点应用的基础
上，由高职院校教师与教改项目负责人和企业专家合作编写，该教材以生物技术类和农学园艺、植物
保护类专业领域职业岗位群能力、素养培养需求和相关知识结构与关系分析为基准，立足在重点培养
学生掌握专业领域的基本技能，为了与相应的专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有效衔接，首先制定以职业能力
培养为重点的课程内容结构体系和教材开发标准；吸收并参照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技术规范、行业
标准，确立教材基本内容；以真实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为依据，以粮、棉、油、蔬菜、果树、花卉
和林木等高等植物为代表，按照植物解剖结构识别、植物类别辨识和植物生理规律认识与应用三大模
块，分13章，整合、序化教学内容。
　　本教材力求突出以下特点：　　1.校、企专家共同开发，保证职业能力培养的需求：高校专家保
证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高职教改专家有效地把握教材的职业特色和认知规律，企业行业专家对学
生未来职业岗位群能力需求和学校的人才培养要求重点有清晰判断，三方面专家各有所长，共同开发
，保证了教材内容与职业能力培养需求的有效对接。
　　2.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遵循职业能力培养的认知规律：以能够满足实践教学和未来从事岗位
工作所需的最基本、最常用的理论知识为原则，结合与相关课程间的衔接，确定教学理论内容的广度
和深度，精选基本教学内容；以项目驱动、问题驱动为主线，有利于讲练结合，边学习，边实践，边
应用，保证职业能力和素养培养方案的落实。
　　3.问题驱动式导入、网络化总结的编写体例，增强教材的启发性和适用性：以所在章节的核心知
识或技能培养为基础，凝练成问题导入教学正文，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和目的性；采用“链接”方式
，将相关拓展知识、技术应用等内容与助学光盘对接，扩大了教学内容的信息量，满足了不同院校教
学之需；“小结”采用知识结构网进行总结提炼，有助于学生对核心知识要点及知识点间关系的把握
。
　　4. 吸收国内外最新知识和技术，满足未来职业角色需求：充分吸收“植物养分资源管理”、“现
代节水调控灌溉”、“植物生长发育的化学控制”等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引
进“植物营养诊断与防治专家系统”等最新技术成果，有效地解决了目前高职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教学
落后于生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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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与植物生理》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植物与植物生理”国家精品
课程配套教材。
《植物与植物生理》以生物技术类和农学园艺、植物保护类专业领域职业岗位群能力、素养培养需求
为基础开发，与相应的专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有效衔接；以粮、棉、油、蔬菜、果树、花卉和林木等
高等植物为代表，分13章编写，涵盖植物解剖结构识别、植物类别辨识和植物生理规律认识与应用三
大模块。
同时附有课程标准、拓展资源、多媒体助学课件、网络课程等立体化教学资源，实现理论与实践一体
化，满足课前一课中一课后、教学一拓展一应用等多种教学需求。
《植物与植物生理》可供高职高专院校、本科院校举办的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高职、成人教育的农
业技术类、林业技术类专业和生物技术及应用等专业使用，也可供农林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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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植物的界定与我国的植物资源二、植物科学的研究內容三、植物生命活动及其与生产、生活
的关系四、植物与植物生理的学习方法思考与训练第一章 植物的细胞和组织第一节 植物细胞的结构
与功能一、植物细胞的基本形态二、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与功能第二节 植物细胞的繁殖一、细胞周期
二、有丝分裂三、减数分裂四、无丝分裂第三节 植物的组织一、植物组织的基本概念二、植物组织的
类型、结构与功能三、植物体內的维管系统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二章 植物的营养器官第一节 
根一、根的功能二、根的形态三、根的结构第二节 茎一、茎的功能二、茎的形态三、茎的结构第三节
叶一、叶的功能二、叶的形态三、叶的结构第四节 营养器官的变态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三章 
植物的生殖器官第一节 花一、花的发生与组成二、花程式和花图式三、花序的类型四、雄蕊的发育与
结构五、雌蕊的发育与结构六、开花、传粉与受精第二节 种子一、种子的发育二、种子的结构三、种
子类型第三节 果实一、果实的发育二、果实的结构三、单性结实与无籽果实四、果实的类型五、果实
和种子的传播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四章 植物分类第一节 植物分类的基础知识一、植物分类的
方法二、植物分类的各级单位三、植物的命名法则四、植物检索表的编制与使用技术第二节 植物界的
基本类群一、低等植物二、高等植物第三节 植物界进化的一般规律一、在植物体形态、结构方面二、
在生态习性方面三、在繁殖方式方面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五章 植物的水分代谢第一节 植物对
水分的需要一、植物的水分含量二、植物体內水分存在的状态三、水在植物生命活动中的作用第二节 
植物对水分的吸收与运输一、植物细胞对水分的吸收二、植物根系对水分的吸收三、植物体內的水分
运输第三节 植物体内水分的散失蒸腾作用一、蒸腾作用的生理意义二、蒸腾作用的部位及指标三、蒸
腾作用的方式四、影响蒸腾作用的因素第四节 合理灌溉的生理基础一、作物的需水规律二、合理灌溉
指标三、节水灌溉的方法四、合理灌溉增产的原因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六章 植物的矿质营养第
一节 植物必需的矿质元素一、植物体内的元素二、植物必需的矿质元素三、植物必需矿质元素的生理
作用四、植物必需矿质元素失调症第二节 植物对矿质元素的吸收一、植物细胞对矿质元素的吸收二、
植物根系对矿质元素吸收的过程三、植物根系吸收矿质元素的特点四、影响根系吸收矿质元素的因素
五、植物地上部分对矿质元素的吸收第三节 矿质元素在植物体内的运输分配与利用一、矿质元素在植
物体內运输二、矿质元素在植物体內的分配与再利用第四节 植物的氮素同化与利用一、植物的氮源二
、硝酸盐的还原三、氨态氮的同化四、生物固氮第五节 合理施肥的生理基础一、合理施肥与作物优质
高产二、作物的需肥规律三、合理追肥指标与营养诊断四、提高肥料利用效率的途径与主要作物养分
调控技术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七章 植物的光合作用第一节 光合作用的概念及其意义一、光合
作用的概念二、光合作用的重要意义第二节 叶绿体与叶绿体色素一、叶绿体色素二、叶绿素的形成及
影响叶绿素形成的条件第三节 光合作用过程概述一、光反应二、暗反应（碳同化）三、光呼吸四、C
．植物与C，植物的光合特性第四节 有机物的运输与分配一、光合作用产物二、有机物的运输三、有
机物的分配四、影响有机物运输与分配的因素第五节 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一、光合作用的主要生理指
标二、影响光合作用的內部因素三、影响光合作用的外界环境因素第六节 光合作用与作物生产一、作
物对光能的利用二、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八章 植物的呼吸作用第一节 呼
吸作用的概念及生理意义一、呼吸作用的概念及类型二、呼吸作用的生理意义第二节 高等植物的呼吸
代谢途径一、糖酵解一三羧酸循环途径二、戊糖磷酸途径三、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四、光合作用与
呼吸作用的关系第三节 影响呼吸作用的因素一、呼吸作用的生理指标二、內部因素对呼吸作用的影响
三、外界条件对呼吸作用的影响第四节 植物呼吸作用与农业生产一、呼吸作用与作物栽培二、呼吸作
用与种子贮藏三、呼吸作用与果蔬贮藏四、呼吸作用与鲜切花保鲜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九章 植
物生长物质第一节 生长素一、生长素的特征二、生长素的分布和运输三、生长素的生理作用与应用第
二节 赤霉素一、赤霉素的特征二、赤霉素的分布和运输三、赤霉素的生理作用与应用第三节 细胞分
裂素一、细胞分裂素的特征二、细胞分裂素的分布和运输三、细胞分裂素的生理作用与应用第四节 脱
落酸一、脱落酸的特征二、脱落酸的分布和运输三、脱落酸的生理作用与应用第五节 乙烯一、乙烯的
特征二、乙烯的分布和运输三、乙烯的生理作用与应用第六节 其他天然的植物生长物质一、油菜素內
酯二、茉莉酸类三、多胺类第七节 植物生长抑制物质一、生长抑制剂二、生长延缓剂小结重要概念思
考与训练第十章 植物的生长和运动第一节 植物的休眠一、植物休眠的概念与类型二、种子的休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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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的休眠第二节 种子的萌发一、种子的活力与寿命二、种子萌发的类型三、种子萌发过程四、影响
种子萌发的因素第三节 植物营养生长的特点一、植物生长的区域性二、植物生长的周期性三、植物生
长的相关性四、植物生长的独立性五、植物生长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第四节 影响植物生长的环境因素及
其调控一、温度二、光照三、水分四、矿质元素五、植物激素第五节 植物的运动一、向性运动二、感
性运动三、生物钟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十一章 植物的生殖生理第一节 春化作用一、春化作用
的条件二、春化作用的特点三、春化过程的生理变化四、春化作用的应用第二节 光周期现象一、植物
成花的光周期反应类型二、光周期诱导三、光周期理论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第三节 花器官的形成与性
别分化一、花器官形成时的生理及形态变化二、影响花芽分化的条件三、植物的性别分化第四节 被子
植物的传粉受精生理一、传粉二、受精三、影响传粉受精的环境条件小结重要概念思考与训练第十二
章 植物的成熟与衰老第一节 种子成熟生理⋯⋯第十三章 植物的逆境生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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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植物生长物质与适应农业　　植物激素和人工合成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究和应用，使植
物生长发育进入了化学调控时代。
为防止器官脱落、促进插枝生根、控制作物株型、调节器官分化、打破休眠、人工催熟、果蔬和切花
贮藏保鲜以及化学除草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植物的生长、发育、生殖可以根据人类的需
要进行调控，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植物的抗逆能力。
有些已作为基本的农业措施固定下来，如国外推广的免耕法就是以除草剂的使用为基础的，近几年发
现了许多新的植物激素并合成了多种生长调节剂，与农药、化肥一起已成为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三大
类物质。
　　（四）植物生长发育与设施农业　　20 世纪兴起的设施农业为人类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生产所需农
产品做出重要贡献，如以色列在沙漠中建立的设施农业保证丁国民的农产品供应，而我国北方大部分
地区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面积蔬菜、果树大棚种植和花卉温室栽培保证了反季节蔬菜、果品和花
卉的市场供应，并且已经成为北方某些地区作物生产的主导产业。
设施农业的理论基础是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利用改变自然环境的措施，创造
植物最适宜的生长条件，改善植物地上部和根际环境，从而实现增加作物产量、改善品质、延长生育
期的目的。
但是目前的设施农业普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低温或高温、弱光照、生理病害等，均属于
植物生理研究的范畴。
　　（五）植物生命活动与改善生态环境　　植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植物必须依赖环境而生存；另一方面，植物又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影响和改造周围环境。
如植物从土壤吸收水分，经植物体通过叶片等散失到大气，从而调节环境温度；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
氧化碳放出氧气，调节大气的碳氧平衡；植物表面具有绒毛或黏液，可吸滞大量粉尘，降低空气含尘
量；有些植物吸收二氧化硫和氯气等有毒气体，可维持洁净的生存环境；有些植物能分泌挥发性物质
，可杀菌减少空气中的微生物；植物还可减弱或吸收声波从而减少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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