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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苗圃建设与管理》

前言

作为城市发展的象征，园林景观既是物质的载体，又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空间艺术。植物是园林景
观营造的主要素材，而且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特征的园林要素，不仅可以调节小气候、创造优美的环境
，还能使园林空间体现生命的活力。园林植物的选择、配置是否得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园林绿化能
否达到实用、经济、美观的效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存环境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园
林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时代的、健康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趋势。植物景观设计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
对植物的应用日益广泛，管理日益科学、严格，也日益受到大众的重视和喜爱。基于此，我们特组织
一批长期从事园林工作的专家学者，并走访了大量的园林施工现场以及相关的园林规划设计单位和园
林施工单位，经过了长期精心的准备，编写了这套“景观绿化技术与管理指南丛书”。本套丛书共包
括以下分册：1.《景观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2.《景观树木栽培与养护》3.《景观草坪建植与养护》4.
《景观养护设备操作与维护》5.《景观植物造型与配置》6.《景观绿化技术与管理指南丛书:景观苗圃
建设与管理》7.《景观绿地养护管理》8.《景观花卉栽培与管理》本套丛书依据园林行业对人才的知识
、能力、素质的要求，注重全面发展，以常规技术为基础，关键技术为重点，先进技术为导向，理论
知识以“必需”、“够用”、“管用”为度，坚持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体现与时俱进的原则。具体
来讲，本套丛书具有以几个特点。（1）本丛书在内容上，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力争做到理论精
炼、实践突出，满足广大景观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领会相关技术的要点，并在
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能更好地发挥建设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更
好地完成园林景观建设任务。（2）本丛书所涵盖的内容全面而且清晰，真正做到了内容的广泛性与
结构的系统性相结合，让复杂的内容变得条理清晰，主次明确，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与应用。
（3）本丛书涉及景观植物、草坪的栽培，景观植物病虫害的防治，景观养护设备的操作与维护，景
观植物的造型与配置，苗圃、绿地、花卉养护管理与建设等一系列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内容翔实
易懂，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园林景观建设工作者对园林相关方面知识的需求。（4）本丛书涉及许
多成功的园林景观工程，能使广大园林景观工作者从实例中汲取成功的经验，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5）本丛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注重对园林景观工作人员管理水平和专业技术知识的培训，文
字表达通俗易懂，适合现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随查随用。本套丛书在编写时参考或引用了部分单位
、专家学者的资料，得到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编者水平有限和时
间紧迫，书中疏漏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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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苗圃建设与管理》

内容概要

《景观绿化技术与管理指南丛书:景观苗圃建设与管理》依据园林行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
求，以常规技术为基础，关键技术为重点，先进技术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管
用”为度，坚持职业能力培养。具体内容包括概述；景观苗圃的区划与建设；种子繁殖；扦插繁殖；
分生繁殖和压条繁殖；嫁接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现代景观育苗技术；苗圃管理技术和景观苗圃的化
学除草共10章。 
《景观绿化技术与管理指南丛书:景观苗圃建设与管理》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可作为园林景观工程工作人员现场施工技术指导，也可作为园林景观绿化工人岗位培训机构以及技工
学校、职业高中和各种短期培训班的专业教材，同时也适合园林景观工作人员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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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b.提水设备。现在大部分使用水泵提取地面水或地下水。要按照灌溉面积和用水量
大小来确定水泵规格的大小。如安装喷灌设备，提水时则要用5kW以上的高压潜水泵。 c.引水设施。
有两种形式，即地面渠道引水和地下管道引水。 渠道引水：土筑地面渠道引水是一直到现在都坚持使
用的引水形式。由于修建时比较简单，需要的成本少，建造不难，现在仍在一些地区有所应用；不过
由于其较大的占地面积，较大的蒸发量和渗漏量，水流速度不快，引水时需注意经常维修。可对其加
以改进，为了使流速得以提高，减少渗漏，如在水渠的沟底及两侧加设水泥板或做成水泥槽，也有的
苗圃采用瓦管、竹管、木槽等管道。 引水渠道通常分为三级：一级渠道（主渠）是永久性的，即水由
水源直接引出的渠道，主渠通常顶宽为1. 5～2. 5m；二级渠道（支渠）一般也是永久性的，由主渠将
水引向各作业区的渠道，顶宽为1～1. 5m；三级渠道（毛渠）的小水渠是临时性的，通常渠顶宽度不
会超过1m。 主渠和支渠的用途是引水和送水，渠底要比地面高，毛渠则直接向圃地灌溉，设置的位
置最好不要太高，渠底应平行于地面或比地面略低，防止灌水带入泥沙冲入畦中，伤害到幼苗。各级
渠道的设置要配合各级的道路，干道配主渠，支道配支渠，步道配毛渠，达到规整的要求。渠道要与
作业区的方向保持一致，且各级渠道常成垂直设计，即支渠垂直于主渠，毛渠垂直于支渠，同时毛渠
又垂直于苗木栽植行，从而方便进行灌溉。灌溉的渠道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坡降，使水流速度得到一定
的保证，但坡度最好不要太大，不然冲刷现象会很容易出现。渠道的坡度一般应保持在1／1000～4
／1000，若土质黏重，可有稍大些的地段坡度，但最好要在7／1000之下，渠道边坡通常为45°。若有
较大的地形变化且落差很大，此时应设跌水构筑物，经过排水沟或道路时可设渡槽或虹吸管。引水渠
道占地面积通常为苗圃总面积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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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景观苗圃建设与管理》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作为园林景观工程工作人员
现场施工技术指导，也可作为园林景观绿化工人岗位培训机构以及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和各种短期培
训班的专业教材，同时也适合园林景观工作人员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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