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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植物的营养知识、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及影响因素、植物的必须营养元
素及缺素诊断等多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植物营养及相关知识。
根据植物营养的基本知识及生产实际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主要粮、棉、油作物的需肥特性、适宜的肥
料种类，提出了该类作物的施肥原则和施肥技术，并通俗地介绍了不同作物的缺素症状、诊断方法及
缺素的补救措施，在关键技术上还提出注意事项，告诉了应该怎么做和不应怎么做。
本书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科学实用，对广大农民朋友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可为广大农民朋友、农
业技术人员及农、林、院校师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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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植物营养基本知识　　一、植物的营养成分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的各种营养物质，
以矿物质为主，其次是少量简单的可溶性有机物。
这些物质都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组成的，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被植物吸收。
营养物质被吸收到植物体内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和运输过程才能被植物利用。
因此，了解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及其生理作用，植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养分在植物体内
的转化与运输，以及环境条件对植物根系吸收养分的影响是指导科学合理施肥的理论基础。
　　（一）植物的必需营养元素　　1．植物体内的元素成分构成及主要来源　　植物的组成成分非
常复杂，一般新鲜植物中水分含量达到75％～95％，干物质含量5％～25％。
干物质中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将干物质放在600℃灼烧，有机物中的碳、氢、氧、氮等元素主要以二
氧化碳（CO2）、水（H2O）、分子态氮（N2）、氨气（NH3）和氮的氧化物等形式挥发掉，一小部
分硫变为硫化氢（H2S）和二氧化硫（SO2）的形式散失，余下一些不能挥发的灰白色残渣称为灰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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