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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标志着农业

正在从过去以追求产品数量增长、满足人民温饱需要为主，开

始转向高产和优质并重、提高效益的新阶段。高产优质高效

农业的建设，归根到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成果的

广泛应用，要坚持大农业的观点，实行种养加、农工商、内

外贸，农科教“四个结合”，要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开

发。在这一新形势的推动下，一股学科学、学技术、依靠科

技致富的热潮正在农村掀起。农民们迫切需要获得科技致富

的信息，开辟科技致富的门路，掌握科技致富的方法。为了

满足广大农民渴求科技知识的愿望，推动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建设，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变，我们组织

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编写了这套《农村科技致

富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立足于大农业的观点，涉猎内容比较广

!，凡是技术先进、实用，操作简易可行，能给农民带来较

经济效益的农、林、牧、副、渔，以及储藏。加工、保鲜

顿域的技术，都在这套丛书的选题之列。这套丛书的读者

乞很明确，即广大农民群众，要让农民朋友看得懂，学得

用得上，这既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工作的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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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因此，在撰稿时力求通俗、具体，以便于农民理解和操

作。同时，这套丛书也可作为基层技术培训的教材，用它来

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振兴农村经济培养人才。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来自科研和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所

介绍的技术先进、可靠，实用。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

会给农民群众带来福音。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山西省委农工部、山西省

农业办公室、lb西省贫团地区经济开发领导组办公室、省科

委、省科协、省妇联、省农牧厅、省林业厅、省水币j厅、省

农机厨、省气象局、省农科院和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的大力支

持，“在此一并致谢。
‘

我们殷切布望广大读者对丛书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建

议，以便重印、再版时改进和提高。

《农村科技致富丛书》编委会

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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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葡萄的器官

第一节根 系

一、根的类型和功能

1

葡萄的根富于肉质。扦插繁殖的植株所形成的根系，分

根角度较大，有一定层次。可分多年生根和幼根两大类。

多年生根是葡萄根系中的骨干根，主要起固定植株，输

送养分和水分，贮藏有机营养物质的作用。在土壤中分布较

深，最深可达12m，但多数分布在20cm,～80cm的土层内。黄土

高原丘陵干旱地区，主要分布层为60cm-v180cm，最深达

4．5mo地下水位较高地区，主要分布在20cm,～40cm土层内

(图1)

葡萄的幼根为当年生根，由根冠、生长区(长约2 mm-、,

4 mm)、吸收区(长约lmm'～2mm)和输导区组成。主要

吸收水分、养分和合成有机营养物质的作用(图2)。

葡萄幼根的吸收区着生大量根毛，每mm2上可达数百条，

是吸收水分和无机物质的主要器官。根毛长约7mm-v8mm，

密切接触土壤颗粒，能分泌酸类，溶解土壤中难以被水溶解

的物质，但寿命较短，一般仅有20天-、'30天(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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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葡萄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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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根系3

图2葡萄的幼根

1．输导区2．吸收区3．生长区4．根冠5．根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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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毛2．土粒3．水分4．空隙

葡萄的根系在土壤中常和真菌共生，形成菌根。葡萄的

菌根多为内生菌根，菌丝可伸入根的皮层，进入细胞内，多

里盘旋相接状态。当新根发生前或新老根交替时，葡萄吸收

水分和养分主要依靠菌根。菌根能吸收葡萄根系不能吸收的

水分(提高了葡萄的抗旱力)和养分，特别对磷，锌，钙、

铜、锰的吸收。葡萄的根还可以吸取真菌合成的有机营养物

质。土壤内有机质丰富，可促进菌根的大量繁育，有利葡萄

的生长发育(图4)。

葡萄容易发生不定根，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中，多年生枝

蔓上可以产生气生根，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如遇到低温、干

燥时，这些气生根就会死亡(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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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根系5

图4葡萄的内生菌根

1．内生菌根2．细胞质3．细胞核4．细胞壁

2

2

图5葡萄的气生根

1．老蔓2．气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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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播种繁殖的葡萄根系分布较深，分根的角度较小，

有明显的主根(种子的胚根形成)、侧根和幼根(图6)。

图6 葡萄的实生根系

二、根的构造

．用扦插繁殖的葡萄多年生根从外往内由木栓层、皮层、

韧皮部、木质部和髓部组成。其组织疏松，活细胞多，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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