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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蔬菜作物卷(上下)》是《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系列专著之一
，分为导论和各论两大部分。导论部分论述了作物的种类、植物学、细胞学和农艺学分类，以及起源
演化的理论。各论部分共五十一章，第一章概述了蔬菜作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世界和中国的
生产与供应概况，蔬菜的种类以及中国蔬菜种质资源的特点等。第二章至第五十一章分别叙述了萝卜
、大白菜、芥菜、结球甘蓝、花椰莱、番茄、茄子、辣椒、黄瓜、冬瓜、南瓜、西瓜、甜瓜、菜豆、
豇豆、姜、山药、韭菜、大蒜、洋葱、菠菜、莴苣、芹菜、莲、茭白、黄花莱、竹笋、食用蕈菌等50
种主要或常用蔬菜作物的生产意义和生产概况，植物学特征与生物学特性及其多样性，起源、传播和
分布，植物学和栽培学分类以及包括野生近缘种在内的自交不亲和、雄性不育、抗病虫、抗逆、优质
、特异、适宜加工或其他用途的各种类型种质资源，并择要地介绍了各章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的细胞学
、分子生物学等有关方面的研究与种质资源的创新利用。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蔬菜作物卷(上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理论性、新颖性、实用性和
前瞻性，既较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也吸收了近年现代生物技术快速发展所取得
的研究进展；它既为蔬菜作物的起源、分类与各种类型的种质资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蔬菜
种质的改良和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它既是一部基础理论性较强的专著，也是一部较为实
用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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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中国作物的多样性　　作物是指对人类有价值并为人类有目的地种植栽培并收获利用的
植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作物就是栽培植物。狭义的作物概念指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广
义的作物概念泛指粮食、经济、园艺、牧草、绿肥、林木、药材、花草等一切人类栽培的植物。在农
林生产中，作物生产是根本。作物生产为人类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和其他物质基础，也为以植物为食的
动物和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所以说，作物生产是第一性生产，畜牧生产是第二性生产。作物
能为人类提供多种生活必需品，例如蛋白质、淀粉、糖、油、纤维、燃料、调味品、兴奋剂、维生素
、药、毒药、木材等，还可以保护和美化环境。从数千年的历史看，粮食安全是保障人类生活、社会
安定的头等大事，食物生产是其他任何生产不能取代的。从现代化的生活看，环境净化、美化是人类
生活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些需求均有赖于多种多样的栽培植物提供。　　一、中国历代的作物　　我
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作物生产历史非常悠久，从最先开始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到现代作物
生产已近万年。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根据漫长的植物采集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开始把一些可供食用的
植物驯化成栽培植物。例如，在至少8 000年前，谷子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得到广泛种植，黍稷也同时被
北方居民所驯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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