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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十二五”规划系列教材之一，包括园林苗圃的建立、园

林苗木培育、现代园林苗圃经营管理三大知识模块，主要内容包括园林苗圃的建立、园林苗木
的种实生产、播种苗培育技术、营养繁殖育苗技术、园林苗圃育苗新技术、园林植物大苗培育
技术、商品苗出圃、园林苗圃生产经营策略、现代园林苗圃经营管理、园林苗木的市场营销等。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书后习题答案，可在重庆大学出版社教学资源网上下载。

本书注重实用，图文并茂，在编写内容上，围绕培养目标，紧密结合育苗工职业技术岗位
标准要求，注重与育苗工考级标准相结合。 适用于大、中专院校园林类专业和相近专业的教
学及园林苗圃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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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特别是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在不断增加，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据 ２００４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高校
２ ２３６ 所，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 ２ ０００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 １ ０４７ 所，其数目已远远超过普通本
科院校的 ６８４ 所；２００４ 年全国招生人数为 ４４７．３４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招生 ２３７．４３ 万，占全国
高校招生人数的 ５３％左右。 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近年
来，高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其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强调以核心职业技能培养为中
心，与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明显不同，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
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系列配套教材已成
为当务之急。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特别是环境的美化，园林建设已成为城市美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园林不仅在城市的景观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而且在生态和休闲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功能。 城市园林的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许多城市提出了要建设国际花园城市
和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加强了新城区的园林规划和老城区的绿地改造，促进了园林行业的蓬
勃发展。 与此相应，社会对园林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既懂得园林规划设
计、又懂得园林工程施工，还能进行绿地养护的高技能人才成为园林行业的紧俏人才。 为了满
足各地城市建设发展对园林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全国的 １ ０００ 多所高等职业院校中有相当一部
分院校增设了园林类专业。 而且，近几年的招生规模得到不断扩大，与园林行业的发展遥相呼
应。 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园林类教材建设速度相对缓慢，与高职园林
教育的迅速发展形成明显反差。 因此，编写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显得极为迫
切和必要。
通过对部分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和教材的使用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目前众多高等职业院校

的园林类教材短缺，有些院校直接使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材，既不能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
标的要求，也不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使用的教材较少，
且就园林类专业而言，也只涉及部分课程，未能形成系列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提出了出版一套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的计划，并得到了全国 ２０ 多所高等
职业院校的积极响应，６０ 多位园林专业的教师和行业代表出席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的高



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教材编写研讨会。 会议上代表们充分认识到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
专业系列教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对该套教材的定位、特色、编写思路和编写大纲进行了认
真、深入的研讨，最后决定首批启动枟园林植物枠枟园林植物栽培养护枠枟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枠
枟园林规划设计枠枟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枠等 ２０ 本教材的编写，分春、秋两季完成该套教材的出
版工作。 主编、副主编和参加编写的作者，由全国有关高等职业院校具有该门课程丰富教学经
验的专家和一线教师，大多为“双师型”教师承担了各册教材的编写。
本套教材的编写是根据教育部对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以职业能力培养

为核心设计的，包含了园林行业的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三大能力模块所需
要的各门课程。 基本技能主要以专业基础课程作为支撑，包括有 ８ 门课程，可作为园林类专业
必修的专业基础公共平台课程；专业技能主要以专业课程作为支撑，包括 １２ 门课程，各校可根
据各自的培养方向和重点打包选用；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主要以综合实训作为支撑，其中综合实
训教材将作为本套教材的第二批启动编写。
本套教材的特点是教材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理论基础重点突出实际技能所需要的内

容，并与实训项目密切配合，同时也注重对当今发展迅速的先进技术的介绍和训练，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 ３大特点，具有明显的高职特色，可供培养从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
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植物生产与养护、园林植物应用，以及园林企业经营管理等高级应用型人
才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园林技术、园林工程技术、观赏园艺等园林类相关专业和专业方向的学生
使用。
本套教材课程设置齐全、实训配套，并配有电子教案，十分适合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弹性教

学”的要求，方便各院校及时根据园林行业发展动向和企业的需求调整培养方向，并根据岗位
核心能力的需要灵活构建课程体系和选用教材。
本套教材是根据园林行业不同岗位的核心能力设计的，其内容能够满足高职学生根据自己

的专业方向参加相关岗位资格证书考试的要求，如花卉工、绿化工、园林工程施工员、园林工程
预算员、插花员等，也可作为这些工种的培训教材。
高等职业教育方兴未艾。 作为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已基本

明确，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等诸多方面还要不断进行探
索和改革，本套教材也将会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编委会

２００６ 年 １月

２



枟园林苗圃枠课程是高职园林类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为园林苗木的培育提
供科学理论依据和先进技术，使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培育技术与经营管理相结合，以便持续
地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品种丰富、品质优良的绿化苗木。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园林
苗木的繁殖手段和技能、园林苗圃经营管理理念，并在教学和生产中熟练应用各种技术，具备现
代苗圃生产经营意识和苗木营销技能。 根据上述的任务和目标，本教材的编写结合生产实际，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教材共设园
林苗圃的建立、园林苗木培育、现代园林苗圃经营管理三大知识模块，主要内容包括园林苗圃的
建立、园林苗木的种实生产、播种苗培育技术、营养繁殖育苗技术、园林苗圃育苗新技术、园林植
物大苗培育技术、商品苗出圃、园林苗圃生产经营策略、现代园林苗圃经营管理、园林苗木的市
场营销等。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１）在编写过程中打破了以往枟园林苗圃枠教材的编写格局，调整了有关章节，从园林生产
实际出发，构建了园林苗圃的建立、园林苗木培育、现代园林苗圃经营管理三大知识体系。

（２）关注园林苗圃的热点问题，与时俱进，结合现代苗圃生产经营特点，增加了现代苗圃的
经营管理和苗木的市场营销等内容，这些内容在以往的教材中很少涉及，目的是培养学生现代
苗圃生产经营意识和苗木营销技能。

（３）重点、难点突出，通俗易懂，既利于教学又利于学生兴趣的提高。
（４）各章后附有单元小结、技能训练要求、复习思考题等部分，符合高职教育特色，适合高

职院校师生教与学。
（５）在编写内容上，围绕培养目标，紧密结合育苗工职业技术岗位标准要求，注重与育苗工

考级标准相结合。
（６）为了方便教师授课，教材还配有相应的教学课件（可在重庆大学出版社教学资源网上

下载）。
根据各学校的教学情况，对教材进行了修订完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修订：
（１）在每个教学单元设计上，修订版增加了每个单元的枟知识要点枠介绍，并列出了单元枟学

习目标枠，使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有针对性，学习目的更加明确。
（２）在每章的环节设计方面，结合高级育苗工技能要求，增加了单元测验这个环节，以便使



同学们在学习完一章后，能进行自我测试，检查学习效果，进一步加强知识点的领会和掌握，使
教学内容与技能要求互融。

（３）从实践教学看，为了使学生技能学习更加规范，对实际操作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使
实训部分内容更加与生产实际接轨。
本教材由郭淑英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马金贵、张变莉、马书燕、高玉艳、代彦满

任副主编，孙美玲、曾洪、胡雁春参编。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
第 １章、第９章，郭淑英；第２章，马金贵；第３章、第８章，曾洪、马金贵；第４ 章、第１１ 章，张

变莉、孙美玲；第 ５章，马书燕、胡雁春；第 ６ 章、第 ７ 章，高玉艳、马金贵、马书燕；第 １０ 章、各章
实训，代彦满。
黑龙江农垦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玉贵教授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并担任本书主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编者所在院校的大力支持，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唐
山市园林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单位和学者的文献资料，在此一并
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教材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 年 ８月

２



第 １ 篇　园林苗圃的建立
１　绪论 ３⋯⋯⋯⋯⋯⋯⋯⋯⋯⋯⋯⋯⋯⋯⋯⋯⋯⋯⋯⋯⋯⋯⋯⋯⋯⋯⋯
　１．１　园林苗圃的特点 ３⋯⋯⋯⋯⋯⋯⋯⋯⋯⋯⋯⋯⋯⋯⋯⋯⋯⋯⋯⋯⋯
１．２　园林苗圃的分类 ４⋯⋯⋯⋯⋯⋯⋯⋯⋯⋯⋯⋯⋯⋯⋯⋯⋯⋯⋯⋯⋯
１．３　园林苗圃的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 ６⋯⋯⋯⋯⋯⋯⋯⋯⋯⋯⋯⋯⋯⋯
１．４　园林苗圃的课程内容与岗位能力分析 ８⋯⋯⋯⋯⋯⋯⋯⋯⋯⋯⋯⋯
复习思考题 ９⋯⋯⋯⋯⋯⋯⋯⋯⋯⋯⋯⋯⋯⋯⋯⋯⋯⋯⋯⋯⋯⋯⋯⋯⋯

２　园林苗圃的建立 １０⋯⋯⋯⋯⋯⋯⋯⋯⋯⋯⋯⋯⋯⋯⋯⋯⋯⋯⋯⋯⋯
　２．１　园林苗圃的合理布局和用地选择 １０⋯⋯⋯⋯⋯⋯⋯⋯⋯⋯⋯⋯⋯
２．２　园林苗圃的面积计算 １１⋯⋯⋯⋯⋯⋯⋯⋯⋯⋯⋯⋯⋯⋯⋯⋯⋯⋯
２．３　园林苗圃规划设计与建立 １２⋯⋯⋯⋯⋯⋯⋯⋯⋯⋯⋯⋯⋯⋯⋯⋯
实训 １　园林苗圃的参观与评价 １７⋯⋯⋯⋯⋯⋯⋯⋯⋯⋯⋯⋯⋯⋯⋯⋯
实训 ２　园林苗圃地选址与区划 １８⋯⋯⋯⋯⋯⋯⋯⋯⋯⋯⋯⋯⋯⋯⋯⋯
本章小结 ２１⋯⋯⋯⋯⋯⋯⋯⋯⋯⋯⋯⋯⋯⋯⋯⋯⋯⋯⋯⋯⋯⋯⋯⋯⋯⋯
复习思考题 ２２⋯⋯⋯⋯⋯⋯⋯⋯⋯⋯⋯⋯⋯⋯⋯⋯⋯⋯⋯⋯⋯⋯⋯⋯⋯

第 ２ 篇　园林苗木培育
３　园林苗木的种实生产 ２７⋯⋯⋯⋯⋯⋯⋯⋯⋯⋯⋯⋯⋯⋯⋯⋯⋯⋯⋯
　３．１　园林树木的结实规律 ２７⋯⋯⋯⋯⋯⋯⋯⋯⋯⋯⋯⋯⋯⋯⋯⋯⋯⋯
３．２　种实的成熟 ２８⋯⋯⋯⋯⋯⋯⋯⋯⋯⋯⋯⋯⋯⋯⋯⋯⋯⋯⋯⋯⋯⋯
３．３　种实的采集、调制与贮藏 ３０⋯⋯⋯⋯⋯⋯⋯⋯⋯⋯⋯⋯⋯⋯⋯⋯⋯
３．４　园林树木种子的品质检验 ３５⋯⋯⋯⋯⋯⋯⋯⋯⋯⋯⋯⋯⋯⋯⋯⋯
实训 １　主要园林树木种实的识别 ３７⋯⋯⋯⋯⋯⋯⋯⋯⋯⋯⋯⋯⋯⋯⋯
实训 ２　种子品质鉴定 ３８⋯⋯⋯⋯⋯⋯⋯⋯⋯⋯⋯⋯⋯⋯⋯⋯⋯⋯⋯⋯
本章小结 ５２⋯⋯⋯⋯⋯⋯⋯⋯⋯⋯⋯⋯⋯⋯⋯⋯⋯⋯⋯⋯⋯⋯⋯⋯⋯⋯



复习思考题 ５３⋯⋯⋯⋯⋯⋯⋯⋯⋯⋯⋯⋯⋯⋯⋯⋯⋯⋯⋯⋯⋯⋯⋯⋯⋯
４　播种苗培育技术 ５５⋯⋯⋯⋯⋯⋯⋯⋯⋯⋯⋯⋯⋯⋯⋯⋯⋯⋯⋯⋯⋯
　４．１　播种前的准备工作 ５５⋯⋯⋯⋯⋯⋯⋯⋯⋯⋯⋯⋯⋯⋯⋯⋯⋯⋯⋯
４．２　播种育苗技术 ６１⋯⋯⋯⋯⋯⋯⋯⋯⋯⋯⋯⋯⋯⋯⋯⋯⋯⋯⋯⋯⋯
４．３　播种育苗管理 ６３⋯⋯⋯⋯⋯⋯⋯⋯⋯⋯⋯⋯⋯⋯⋯⋯⋯⋯⋯⋯⋯
实训 １　苗圃整地做床 ６８⋯⋯⋯⋯⋯⋯⋯⋯⋯⋯⋯⋯⋯⋯⋯⋯⋯⋯⋯⋯
实训 ２　播种技术 ６９⋯⋯⋯⋯⋯⋯⋯⋯⋯⋯⋯⋯⋯⋯⋯⋯⋯⋯⋯⋯⋯⋯
本章小结 ７０⋯⋯⋯⋯⋯⋯⋯⋯⋯⋯⋯⋯⋯⋯⋯⋯⋯⋯⋯⋯⋯⋯⋯⋯⋯⋯
复习思考题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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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点】

本章主要介绍了园林苗圃概念和园林苗圃的种类，并对园林苗木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
了分析。

【学习目标】

１．理解园林苗圃的概念，了解园林苗圃的主要种类；
２．能联系当地实际分析当地园林苗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能指出解决方法。

城市园林绿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
志之一。 用园林植物装饰城市，不仅给人们以美的感受，还能调节气候，防风除尘，净化空气，减
少污染，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增进人民的健康，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栽种绿化、美化园
林植物，搞好园林绿化不仅是一种美化环境的艺术，而且是现代化城市中调节和改善生态环境
的有效手段，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城乡绿化、环境建设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园林苗木是城乡绿化、
美化的主要材料，是园林建设的根本物质基础。

1畅1　园林苗圃的特点
1畅1畅1　园林苗圃的概念和任务
１）园林苗圃的概念

从传统意义上讲，园林苗圃是为了满足城镇园林绿化建设的需要，专门繁殖和培育园林苗
木的场所。 现代园林绿化建设很讲究植物造景，提倡花、草、树结合，要求乔木、花灌木、草坪及
地被植物按比例合理搭配。 因此，从广义上讲，园林苗圃是生产各种园林绿化植物材料的重要
基地，即以园林树木繁育为主，包括城市景观花卉、草坪及地被植物的生产，并从传统的露地生



产和手工操作方式，迅速向设施化、智能化方向过渡，成为生产园林植物的工厂。 同时，园林苗
圃又是园林植物新品种引进、选育、繁殖的重要场所。

２）园林苗圃的任务
园林苗圃的任务就是以市场为导向，运用先进的技术、良好的生产设施和完善的经营管理

体制，在较短时间内以最低的生产成本，通过引进、选育、快繁等手段，有计划地培育出城市园林
绿化所需要的各类苗木，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畅1畅2　园林苗圃的特点
１）繁殖苗木的门类、品种多

园林植物在园林应用中，讲究时空、韵律等变化，并能反映园林植物种类的丰富多彩，尤其
是大型城市园林应用中，树种品种往往几百甚至上千种，这就要求繁育多类型、多品种的园林苗
木。 因此，一个园林苗圃往往要生产各个种类的苗木。 从形态上看，包括各种大中小乔木，各种
类型的灌木、常绿树、落叶树、攀缘及地被类植物等；从观赏特性上看，包括观形、观花、观果、观
叶、观枝干及观芽等类型；从功能上看，包括绿化树种、美化树种、抗污染树种、抗盐碱树种、防风
固沙树种、地被树种和垂直、立体绿化树种。

２）产品规格齐全
园林苗圃中要培育大、中、小各种苗木，以供园林应用，一般要有不同高度的常绿乔木、不同

胸径的落叶乔木，以及不同年龄或冠径的灌木等规格等级。

３）生产周期长
园林苗圃的苗木类型多，苗木生长周期长。 一些常绿乔木，从播种到养成高 ４ ～５ ｍ 的大

苗，要经过 ２０ ～３０ 多年；落叶乔木达到出圃规格，要培育 ４ ～６ 年以致更长时间，最快的花灌木
也要培育 ２ ～３ 年。
由于园林苗圃的苗木品种多，生产周期长，要求繁育、养护的技术全面，经营管理计划性强，

生产集约化程度高，因此园林苗圃的建立和经营是一个系统工程。

1畅2　园林苗圃的分类
园林苗圃的分类是根据苗圃种植内容、苗圃面积和苗圃的生产年限来划分。

1畅2畅1　园林苗木圃
这是以培育城镇园林绿化所需的苗木为主要任务的苗圃。 这类苗圃培育的苗木种类繁多，

但以园林绿化风景树、行道树、色块树种为主。
这类苗圃苗木种植历史悠久，数量也很多。 一般建在历史上已经形成园林苗木集散地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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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苗木生产以种植专业户为主，面积不大，但连片种植，形成苗木村、花木乡。

1畅2畅2　景观花卉圃
这是以生产城镇绿化、美化的一二年生草本花卉与宿根、球根类草本花卉为主的苗圃。
这类苗圃一般位于城市近郊，靠公路，便于运输和销售，占地面积不大，一般在大城市周边

的苗圃地 ６ ～８ ｈｍ２ ，在中小城镇周边的苗圃地 ３ ～５ ｈｍ２ 。 景观花卉生产多数采用大棚，使用标
准塑料花盆进行无土栽培，对花卉品种、栽培技术要求较高。 目前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对草本花
卉的需求量在迅速增加，这类苗圃具有很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1畅2畅3　草皮生产圃
这是为城镇园林、交通设施、体育场等绿化提供草皮的苗圃。
这类苗圃应选择城镇周围，靠近公路，灌排条件较好，地势平坦的地块。 面积依种植方式的

不同而异，传统草皮生产方式，面积 ２ ～４ ｈｍ２ ；无土草毯生产方式，面积 ６ ～８ ｈｍ２ ；机械化铲草
皮生产方式，面积在 １０ ｈｍ２

以上。 草皮是建植园林绿地的重要材料之一，近期，随着我国园林
绿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草皮生产的种类、方式和规模在逐渐扩大，草皮生产圃已成为我国城镇绿
化，以及体育场地、水土保持等基本建设中快速建成草坪绿地的重要基地。

1畅2畅4　种苗圃
这是指引进和选育园林植物新品种以及进行种苗生产的苗圃。 其主要任务是引进国内外

一些园林植物新品种，进行驯化和筛选，采用较为先进的设施和技术手段进行新品种的扩繁，为
基层园林苗圃或园林植物生产专业化提供优质种苗。
这类苗圃一般由园林绿化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及外资企业投资建设，面积

１０ ｈｍ２左右。 它们靠近研究单位，立地条件与经营条件较好，技术力量较强，而且设施先进，采
用工厂化生产，资金投入量大，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1畅2畅5　综合性苗圃
这是具有多种经营性质的苗圃。 它们面向园林绿化市场的需求，既培育园林绿化用的商品

苗木与盆栽观叶、观花植物，又生产草皮和地被植物。 这种苗圃以农民生产、个体合作经营为
主。 而作为一些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绿化经营公司的自备苗圃，其产品则以自用为主，部分对外
销售，面积在 ５ ～１０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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