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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参营养与施肥及人参去向施肥模型的研究》，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人参干物质形成、积累及分配
的动态，人参光合产物转移及分配的动态，人参氮素、人参微量元素、人参磷素、人参钾素形成、积
累与分配的动态，人参畦土的硅营养，人参地土壤物理性质，人参畦土根际性质与不同深度无机氮素
的动态，人参去向施肥模型、参数求法及其应用，人参去向施肥法的示范与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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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对人参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我国人参栽培面积迅速增长，栽培技术明显
提高，单产提高幅度较大，不少参场（户）大面积丰产，每平方米高达2.5kg以上，人参施肥受到广泛
的重视。但是，我国人参施肥起步很晚，尚处于经验施肥阶段，对人参为什么需要施肥，施用什么肥
料，以及如何施用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本章在人参营养与施肥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吉林省人参生产上存在的施肥问题，着重阐明有关去向施肥法示范与推广的几个主要技术问题，以
供参场（户）施肥的参考。　　一、施肥是人参高产的物质基础在现代肥料学上，早已明确施肥是作
物高产的物质基础，也是提高作物质量的有效手段。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经验不主张对人参施肥
。　　第一，人参是荫性植物，叶面积有限，光合能力弱，生物学产量低。　　第二，畦土是林下腐
殖土，土壤疏松，养分贮量高，足够人参生长的需要。　　第三，认为“参者人形，神效”，施肥，
特别是化学肥料会影响参形和有效成分。应当认为，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是对人参生物学特性、
营养规律及化学肥料本性了解不够的反映。能量水平和高能量水平均能进行光合作用，完成体内各种
代谢过程。所以，人参虽然是荫性植物，叶面积有限，但不能由此得出它的光合能力弱、生物学产量
低的结论。人参代谢过程的强弱及其产量的高低与栽培技术水平有密切联系。在社会对人参产品需求
低的那一段长时期内，我国人参生产一向采用全荫棚，人参只能低光照的条件下进行光合作用，加上
管理粗放，人参病害重，密度稀疏。因此，人参经济产量很低，畦土天然肥力更谈不上有效利用。　
　随着社会对人参产品需求的增加，人参生物学特性认识的加深及栽培技术的提高，特别是透光棚的
应用和推广，栽培密度由稀疏型变为密集型，人参与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显著增强，单纯依靠畦
土天然肥力已不能完全满足人参高产的需要，必须通过施肥补充各种营养元素，才能实现预期的高产
目标。由此可见，人参光合能力不是微弱的，而是相当强的；人参对营养的需要不是很少的，而是相
当多的；人参的生物严量不是很低的，而是可以相当高的。当人参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时，即使床
土天然肥力很高，也难以完全满足人参对营养物质的需要。可见，人参生物学特性具有较强的可塑性
，它的代谢能力的高低变异幅度很大，这就为人们夺取高产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人参栽培技术
提高的情况下，施肥也就成为人参高产的物质基础。　　施肥会不会降低人参有效成分？人参质量，
如形态学和有效成分受人参遗传基因的控制，但是当地的光照、温度、水分、土壤营养状况、通气状
况，以及施肥、灌溉或其他栽培管理措施均会影响人参的质量。在各种栽培管理措施中，施肥对人参
质量的影响最为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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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同学买的，同学说书还不错，值得一读。

Page 6



《人参营养与施肥及人参去向施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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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