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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营养研究方法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教材，经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审定出版，已
有10年了。
本书已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及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或农学、园艺、生物、林学
类有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10年来植物营养科学及其研究方法在以下三个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是计算机及软件的普及，对复杂试验设计的数据统计和平面、曲面的图示技术提供了多视角、简便
、准确、全新的方法。
二是植物营养科学从宏观的定性研究走向微观的定量研究。
从植物营养施肥（经验）模型，进入了植物营养模拟（机理）模型，已开始应用的模拟（机理）模型
有养分（营养元素）在土壤溶液中的迁移模型（包括扩散、质流，其他方式迁移模型），植物对养分
的吸收模型，养分吸收动力学模型，养分在植物体内运转分配模型，田间土壤一根系溶液中溶质运移
和作物生长模型等。
这些模拟（机理）模型、科学方法的建立，对深入研究“土壤一植物”环境中营养元素的行为，进而
揭示植物矿质营养的实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是植物根和根际研究方法的新进展，特别是植物“根际”、“根际环境”、“根际对话”、“根际
管理”和“菌根际”等概念和方法的建立对植物根际营养的理论、应用有一个新的推动和发展。
上述这些都是第2版修订的重点。
    第2版修订中对第1版的部分章节做了如下调整：第l版的第四章植物营养物理化学及其他研究方法，
将调入其他有关专业课程中。
第五章植物营养的生物数学统计方法，调入第2版第四章植物营养的施肥（经验）模型方法。
第七章植物营养的核技术研究方法，由于不少院校核技术实验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日益加强和
核实验室从分散到集中管理并严格的监控，防止核实验材料、废料的泄漏、扩散、污染，再加上今后
本科大学生就业的去向主要是基层生产、农业推广、企业、行政管理等部门，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核技
术理论和方法，因此在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取消了本科大学生对核技术的选修要求。
建议在有条件的个别院校中对科研课题有需要的少数博士研究生对核技术方法作一些基本训练。
第1版的第七章仍可作为参考用书，为此第2版教材中全部取消了第l版第七章的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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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植物营养的培养研究方法　　第一节　培养研究的特点、种类及发展概况　　培养研究
又叫培养试验或盆栽（钵）试验，它是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用特制的容器（如盆钵、玻璃缸、塑料
桶、水泥池等）栽培农作物，并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方法。
因此，培养试验是泛指采用人工模拟、人工控制所进行的各类农作物的栽培试验。
培养试验可以严格地控制各种环境条件，如土壤、肥料、光照、水分、温度等，有利于开展各种析因
试验，进而弄清植物营养与施肥中各个因子的作用。
如果说田间试验是在大田条件下，估计作物对肥料的反应，那么，培养试验即在于进一步揭示肥料对
作物反应的实质和阐明各个因子的意义。
培养试验是在特别修建的培养室或人工气候室中进行，这样可以根据试验的目的与农作物的要求，创
造对农作物生长最适宜的环境条件，来研究各种因素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培养试验实质上是—个模拟试验，这与肥料的田间试验方法显然有较大的区别。
因此，培养试验有以下特点：　　第一，培养试验的土壤一般只取自土壤的耕作层，农作物只能从耕
作层的土壤中吸收养分。
但在田间条件下，农作物不仅可以从耕作层吸收养分，而且还可以从底层土壤中吸收养分，二者是有
明显的区别的。
　　第二，由于培养试验人为地控制了盆钵中土壤的水分和温度，所以土壤中养分的释放过程和农作
物对养分的吸收情况，均与田间条件有所不同。
　　第三，培养试验所用的土壤，经过人工翻挖、过筛、混合，土壤的耕层构造与自然结构状况受到
破坏。
钵钵中土壤的透水性、通气性，均与自然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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