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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景园林与观赏园艺系列丛书：土壤、植物营养与施肥》是在《土壤肥料学》的基础上进行修
订而成，系统地介绍了土壤、植物营养与施肥的基本知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壤的形成，土壤矿物
质，土壤有机质，土壤孔性、结构性和耕性，土壤胶体和土壤的吸收性能，土壤溶液、土壤酸碱性和
氧化还原性，土壤水分、空气、热量状况及其调节，我国土壤资源概况，土壤分类和调查，土壤类型
、土壤污染及防治，以及植物营养原理、植物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及其相关肥料的性质与施用、复合
肥料、常见的有机肥料等。
除绪论外，《风景园林与观赏园艺系列丛书：土壤、植物营养与施肥》共分十九章。
书中反映了近年来土壤肥料学的发展，特别是收入了土壤肥料学在园林专业方面的新成果。
　　《风景园林与观赏园艺系列丛书：土壤、植物营养与施肥》可作为农林院校园林、城市林业等专
业的土壤肥料学的试用教材、函授班和培训班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科研与生产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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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土壤细菌　　细菌是一类单细胞的微生物，是土壤中分布最广泛、数量最多的一类生物体。
细菌有三种基本形态：球状、杆状和螺旋状；分球菌、杆菌和螺旋菌（包括弧菌）三类。
土壤细菌按其营养方式又分为：自养型及兼性自养型细菌和异养型细菌两种。
　　（1）自养型及兼性自养型细菌　自养型细菌不依靠分解有机质生活，以摄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作为碳源，吸收无机含氮化合物和矿物质，通过利用光能或氧化无机物质获得能量，合成自身的有机
物进行繁殖。
这一类细菌有亚硝酸细菌、硝酸细菌、硫细菌、甲烷细菌等。
兼性自养型细菌能营自养生活，又能在有机质存在的条件下营异养生活，如氢细菌等。
　　（2）异养型细菌　大多数土壤细菌是异养型的，它们只能利用有机质作为碳源和能源生长发育
自身。
异养型细菌中靠分解动植物死亡之残体获得营养和能量而生长发育的细菌称腐生型细菌。
而那些必须寄生在活的动植物体内才能生活，以活的蛋白质为营养的细菌称寄生型细菌，它们常使动
植物产生病害。
　　根据土壤细菌对氧气的要求不同，又把它们分为好气性细菌、嫌气性细菌和兼嫌气性细菌三类。
凡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必须有游离氧气的细菌称好气性细菌，而那些不需游离氧而能还原矿物质、有机
质以获得氧的细菌称嫌气性细菌。
有些细菌能在有氧条件下进行有氧呼吸，在缺氧条件下进行无氧呼吸，这些细菌称兼嫌气性细菌，多
数细菌要求中性的土壤条件。
　　2.真菌　　土壤真菌分布很广，适应的酸度条件较宽，在低于pH值4.0的条件下生长发育良好，所
以真菌在森林土壤中对土壤有机物的转化起着重要作用。
土壤真菌都是异养型，必须从土壤有机物质中获得能量和碳源，在发育过程中要求有良好的氧气供应
。
根据真菌与林木的关系及营养方式，可将真菌分为腐生真菌、寄生真菌和共生真菌。
土壤真菌中大多数为腐生真菌，是土壤中分解纤维素及其他有机物质的主要力量。
共生真菌中的茎点霉、牛肝菌、镰刀霉等属中的某些种类与林木或草本植物联合共生，在植物的根部
形成菌根。
真菌的很多种类为植物的病原菌。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壤.植物营养与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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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