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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生态学(Ecology)研究有机体之间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环境包括两个不同的组分：物理环境(
包括温度、水的可利用性、风速、土壤酸度等)和生物环境(包括其他有机体施加给一个有机体的任何
影响，如竞争、捕食、寄生、协作等)。园林事业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栽培花卉草木以及整地、除草、施
肥、防治病虫害，就在处理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园林工作者就是应用生态学工作者
。但是有意识地把生态学理论应用到园林规划设计，形成“生态园林”思想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 
这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专著，是从事园林绿化工作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多年来实践经验和科
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符合时代特点的园林绿化建设途径。本书可供园林绿化业的决策者、工作者和
从事园林绿化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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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对这八年之作有些期望，可惜其仍旧停留在泛泛描述园林的生态，甚至把生态群落笼统概括生
态园林。书中谨借用浅薄片段的生态学理论掩饰传统造园的随意性，缺乏生态园林建设自身的理论创
新来实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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