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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病虫害防治》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科学）“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
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的子课题“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教学整体解决方案
设计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教材共6章。
第1-4章为基础部分，分别介绍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鉴别、发生规律、防治措施。
第5、6两章为应用部分，分别介绍了园林植物常见害虫和常见病害的防治。
《园林病虫害防治》在结构上，遵循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念，将实训操作和理论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在内容选择上，以点带面，突出了当前园林生产上常见的病虫害问题。

　　本教材语言简洁，内容全面，图文并茂，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林业技术和农业技术类专业学生的
教材，也可供园林、景观、观赏园艺、林业等相关行业的科研、生产工作者使用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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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土壤中水分过多，俗称涝害，造成氧气供应不足，使植物的根部处于窒息状态。
最后导致根部变色或腐烂，地上部叶片变黄、落叶、落花等症状。
木本植物中，悬铃木、合欢、女贞、青桐、板栗、核桃等树木易受涝害。
如女贞受水淹后，蒸腾作用立刻下降，12天后植株便死亡，而枫杨、杨树、柳树、乌桕等树木及火炬
松的幼苗对水涝有很强的耐力和抗性。
　　空气湿度过低的现象通常是暂时的，很少直接引起病害。
但如果与大风、高温结合起来，会导致植株大量失水，造成叶片焦枯、果实萎缩或暂时或永久性的植
株萎蔫，如干热风。
　　所以，出现水分失调现象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量灌水，注意及时排水。
浇灌时尽量采用滴灌或沟灌，避免喷淋和大水漫灌。
　　2.2.3 温度不适宜　　温度是植物生理生化活动赖以顺利进行的基础。
各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有它们各自的最低、最适和最高的温度，超出了它们的适应范围，植物代谢过程
将受到阻碍，就可能发生病理变化而发病，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不适宜的温度包括高温、低温、变温三个方面的变化。
　　高温可使植物的茎、叶、果受到伤害，通称为灼伤。
在自然条件下，高温往往与强光照相结合，所以高温灼伤一般都是表现在植物器官的向阳面。
在苗圃，夏季的高温常使土壤袁面温度过高，而引起幼苗茎基部灼伤。
如银杏苗木茎基部受到灼伤后，茎腐病菌便趁机而人，因而夏季高温造成银杏苗木茎基腐病严重。
在荫处，当气温超过32℃时，新移栽的铁杉、紫藤和绣球花等花木，也容易受到高温的伤害。
预防苗木的灼伤可采取适时的遮荫和灌溉以降低土壤温度。
　　低温的影响主要是冷害和冻害，多数发生在秋季的早霜、春季的晚霜季节。
冷害也称寒害，是指O℃以上的低温所致的病害。
喜温植物当气温低于10℃时，就会出现冷害，其最常见的症状是变色、坏死、表面斑点等。
如木本植物出现的芽枯、顶枯。
冻害是0℃以下的低温所致的病害。
冻害的症状主要是幼茎或幼叶出现水渍状暗褐色的病斑，之后组织逐渐死亡，严重时整株植物变黑，
枯干死亡。
而冬季的反常低温对一些长绿观赏植物及落叶花灌木等未充分木质化的嫩梢、叶片同样引起冻害。
针叶树受冻害，一般表现为针叶先端枯死并呈红褐色。
　　低温还能引起苗木冻拔害，尤以新栽植的苗木易受其害，其原因是土壤中的水分结冰，冰柱体积
不断增大，将表层土壤抬起，苗木则不能随之复位，如经数次冻拔，苗木则可被拔出而与土壤分离遭
受损害。
这在我国南北地势较高的山区都有发生。
　　剧烈的变温对植物的影响往往比单纯的高、低温昀影响更大。
如昼夜温差过大，可以使木本植物的枝干发生灼伤或冻裂，这种症状多见于树木的向阳面。
如龟背竹插条上盆后不久，若从16℃条件下转到35℃的温度48小时，会导致新生出的叶片变黑并腐烂
，这是由于快速升温造成的，对这种快速升温敏感的植物还有喜林芋、橡皮树和香龙血树等盆栽植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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