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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栽培学各论》

前言

“蔬菜栽培学各论”主要论述各种蔬菜的栽培技术及其原理，是高等院校园艺学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
。根据蔬菜学科和蔬菜产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对蔬菜专业人才的需求和对他们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我
们组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宁夏大学、贵州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甘
肃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天津农
学院、石河子大学、海南大学、西藏农牧学院等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编写了这本
《蔬菜栽培学各论》教材。编写过程中，在注意保持蔬菜栽培学各论知识体系完整性的同时，注重突
出重点，力求简洁明了；注重内容更新，强调知识与技能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教材结构
的完整性，文、图、表并用，每章还设置了小结和思考题，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以方便教学。为
了使学生在学习中面对复杂的栽培方式、栽培茬次和栽培技术措施而有清楚的知识轮廓，本书在主要
蔬菜种类的栽培技术中增加了栽培技术流程图。本书的编写分工如下：茄果类蔬菜主要由辛建华、程
智慧和李敏编写，瓜类蔬菜主要由范淑英、孟焕文、关志华和林义章编写，豆类蔬菜主要由徐文娟和
高艳明编写，白菜甘蓝类蔬菜主要由林义章、高艳明和李焕秀编写，直根类蔬菜主要由李树和和范淑
英编写，葱蒜类蔬菜主要由宋述尧、韩曙和张恩让编写，绿叶类蔬菜主要由韩曙、宋述尧和陈书霞编
写，薯芋类蔬菜主要由李敏和李建设编写，多年生类蔬菜主要由程智慧和宋述尧编写，水生类蔬菜主
要由陈超和林义章编写，芽苗类蔬菜主要由孟焕文和颉建明编写，其他蔬菜主要由林辰壹和李玉红编
写。教材编写参阅或引用了许多学者的教材、著作和研究文献。在此，向他们对知识的传播和人才培
养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在教材编写中，编者力求避免错误和不足，主编力求各章
内容的准确和协调，但书中难免还有疏漏或不妥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在使用中随时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及时补遗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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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栽培学各论》

内容概要

《蔬菜栽培学各论》内容简介：“蔬菜栽培学各论”是高等院校园艺专业培养计划中的主干课程。《
蔬菜栽培学各论》是程智慧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蔬菜栽培学总论》的配套教材，内容包括茄果
类蔬菜、瓜类蔬菜、豆类蔬菜、白菜甘蓝类蔬菜、直根类蔬菜、葱蒜类蔬菜、绿叶类蔬菜、薯芋类蔬
菜、水生类蔬菜、多年生类蔬菜、芽苗类蔬菜和其他蔬菜，共12章。各章首先简要介绍了同类蔬菜的
种类、生物学特性和栽培技术的共性，然后对于其中的主要种类蔬菜，先简要介绍其名称、栽培利用
简史或起源演化、生产分布、产品器官的营养与食用利用方式等，再系统介绍植物学形态、生长发育
周期、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等生物学特性、品种类型和栽培季节茬口安排、主要生产方式的栽培技术等
。
《蔬菜栽培学各论》主要面向高等院校园艺专业本科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农学或生物学科相关专业课
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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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茄果类蔬菜是指茄科以浆果为主要食用部分的蔬菜作物，包括番茄、茄子、辣椒，以及酸浆、
香瓜茄等。茄果类是最重要的果菜类之一，其果实营养丰富，适于加工，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加之
适应性较强，各国和各地普遍栽培，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茄果类蔬菜原产于热带，在生物学特性及
栽培技术方面有许多共性。茄果类属喜温蔬菜，不耐霜冻，多行育苗移栽。一般是先在保护地育苗，
然后再移栽到各种保护设施内或晚霜后定植于露地。但对于加工的番茄和制干的辣椒一般采用露地直
播。茄果类要求强光及良好的通风条件，在栽培管理中必须注意改善和调节光照及通风条件，防止植
株徒长、落花，以利增产。茄果类根系发达，耐旱不耐湿。一般结果期需水较多，但不耐较高的土壤
及空气湿度，以免根系发育受阻、授粉不良和诱发病害。茄果类分枝习性相似，均为主茎生长到一定
程度，顶芽分化为花芽，同时从花芽邻近的一个或数个副生长点抽生出侧枝代替主茎生长，形成“合
轴分枝”或“假二权分枝”。连续分化花芽及发生侧枝，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进行，栽培上应采
取措施调节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平衡。茄果类生长迅速，生长量大。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的
过程中，对日照不敏感，只要营养充足，就可正常生长发育。营养不足，花芽分化、发育和果实生长
不良，植株早衰，易引起一些生理性病害的发生。茄果类同为茄科，有共同的病虫害，应与非茄科作
物实行三年以上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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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蔬菜栽培学各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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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适合学习本专业的大学生们使用，编写条理清晰，内容充实。
2、课本 好
3、不是特别全面。
4、还不错，还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一部分蔬菜的栽培写的还算是详细。
5、有多种常见蔬菜的详细栽培技术，值得购买。
6、书的内容很全，很好
7、是正版，推荐!内容详细！有一点破损，不影响使用！
8、这门课很重要呀！
9、内容不错，详细得很，值得入手
10、东西很好 书质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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