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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花卉产业是21世纪最有希望和活力的产业之一，被誉为“朝阳产业”。
花卉不仅以其绚丽的色彩、婀娜的姿态及沁人心脾的芳香深入人心，惹人喜爱，美化园林，改善环境
，丰富生活内容，更以其潜在的商品价值，为人们创造财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贸
易及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目前花卉行业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型人才缺乏，培养既有理论又有技能的花卉专门型人才已成为花卉
行业的迫切需求。
本教材即是根据高职园林与园艺专业对花卉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而编写的。
    全书以花卉栽培技术为主体，对花卉栽培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术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构建。
全书共十章，划分为三个知识模块，即花卉的认识、花卉的栽培条件和花卉的栽培管理技术三个单元
。
为了加强对花卉栽培基本理论与技术的理解与掌握，每个单元都设置了相应的学习目标、复习思考题
和实训项目，使学习更有目的性、技能训练更有针对性。
第一单元包含花卉的概述、分类和应用三章，是对花卉含义、种类及花卉园林应用的基本认识和了解
；第二单元包含花卉栽培的环境条件和设施条件两章，是对花卉栽培所需环境条件和设施、设备条件
的熟悉与认识；第三单元包含五章，即花卉的繁殖技术、花期调控技术及露地花卉、温室花卉、专类
花卉的栽培管理技术，是对花卉栽培技术在生产实践中运用的具体阐述。
    本教材采用了大量的图片，以加强对概念的理解和对花卉种类的直观认识；内容设置上采取模块式
，单元构建新颖、独特，知识体系条块划分清晰，知识系统性强，有别于国内高职同类教材；花卉选
材来源于最新的市场动态，技术阐述吸收了行业最新研究与应用信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典型性和
实用性；全书共设计了三十二个实训项目，各院校可根据实际条件和情况任意选择，可操作性强。
    本教材由12所院校的14名老师联合编写，其中教材第一单元初稿由柏玉平、陶正平统稿，第二单元
初稿由姜春华统稿，第三单元初稿由王朝霞、柏玉平统稿。
全书的最终统稿、修改与审核工作由柏玉平完成，王朝霞、王洪习、陶正平协助审核、修改与整理。
教材第二、三、六、八、九章所配图片，由柏玉平拍摄，第六章由杨玉芳补充，第八章由王洪习补充
，第九章由杨运英补充；第五、十章由王朝霞拍摄，柏玉平、陶正平补充；刘晓欣负责全书图片的编
辑与处理。
    本书可作为园林、园艺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及广大花卉生产与爱好者
的参考用书。
    由于编者学术水平与能力有限，加之编写时间较为仓促，疏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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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花卉栽培技术》是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农林牧渔系列之一。
全书以花卉栽培技术为主线，对基本理论与基本技术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构建。
全书共十章，划分为三个不同知识体系的单元，即花卉的认识、花卉的栽培条件、花卉的栽培管理技
术。
每个单元又由五部分组成，即单元内容提要、学习目标、基础知识与基础理论、复习思考题、实训指
导。
第一单元包含三章，即花卉的概述、分类和应用，是对花卉含义、种类及园林与生活应用的基本认识
和了解；第二单元包含两章，即花卉栽培的环境条件和设施条件，是对花卉栽培所需环境条件和设施
及设备条件的熟悉与了解；第三单元包含五章，即花卉的繁殖技术、花期调控技术及露地花卉、温室
花卉、专类花卉的栽培管理技术，是技术、技能的主体，是对花卉栽培技术实践应用的具体阐述。
本教材插入了大量自拍图片，结构新颖，系统性强，可参考的技能实训内容多，并吸收了行业最新研
究与应用动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花卉栽培技术》可作为园林、园艺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及广大花
卉生产与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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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切花的保鲜措施鲜切花从采收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许多环节。
据估计，鲜切花在这个过程中的损失约为20％～40％之间，主要原因是采后处理与保鲜工作做得不好
，造成巨大浪费。
应从采收、包装、运输、批发、零售及瓶插各个环节注意采用保鲜技术，以减少损失，延长切花寿命
。
随着国内鲜切花产销形势两旺，保鲜技术将日显重要。
（一）鲜切花衰老凋萎的原因1.内部因素由花枝切离母体后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失调所致。
（1）缺水一方面花枝剪切后失去水源，而蒸腾失水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空气进入切口堵塞导管，
使吸水不畅。
（2）缺乏营养剪切后，主要依靠茎中贮藏的营养物质进行新陈代谢。
呼吸基质缺乏是切花凋萎的重要原因之一，鲜切花材料体内养分储存量直接影响其衰老速度。
（3）乙烯的产生剪切后会产生大量乙烯，乙烯是切花衰老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内源激素。
它能引起自动催化反应，只要有少量乙烯存在，就可以诱导和促使切花中迅速产生大量的乙烯，从而
引起切花过早凋萎。
不同种类的切花对乙烯的敏感性不同，较敏感的切花有乌头属植物、风铃草属植物、百合、小苍兰、
满天星、兰花、飞燕草、金鱼草等；不甚敏感的有唐菖蒲、郁金香、芍药、月季、菊花等：而香石竹
花朵对乙烯敏感，但花蕾不敏感。
2.外部因素（1）水质较低的pH可以改善植物体内水分的平衡。
当水的pH值为4或小于4时，可以抑制细胞繁殖，降低酶的活性，减轻对导管的堵塞，对某些切花如月
季可以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
（2）温度温度高，切花呼吸频率增高，能量消耗大，从而缩短了切花的寿命。
低温可延缓切花的衰老过程。
同时，在低温下可以抑制乙烯的大量产生。
在0.5℃下，切花则不会受到乙烯的危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色变、形变以及微生物的侵袭。
因此，切花应尽可能在低温下贮存及运输。
（3）气压低压5.3～8.0kPa，可促进切花体内不同气体向外扩散，降低呼吸频率，延长切花贮存时间。
（4）空气成分降低由氧调节的呼吸与代谢，控制氧含量0.5％～1％和二氧化碳含量0.35％～1％，可减
少乙烯产生，降低切花呼吸基质，减少养分消耗。
（二）鲜切花保鲜技术鲜切花保鲜是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延缓切离母株的花材衰老和萎蔫的技术措施
，是切花作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技术保证，是缓解生产与销售矛盾、促进周年均衡供应市场的重要手段
。
通常可分为物理和化学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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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已经进入到以加强内涵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主旋律的发展新阶段。
各高职高专院校针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行业进步，积极开展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在人才培养质量工程建设的各个侧面加大投入，不断改革、创新和实
践。
尤其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上，许多学校都非常关注利用校内、校外两种资源，积极推动校企
合作与工学结合，如邀请行业企业参与制定培养方案，按职业要求设置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课程；根据工作过程设计课程内容和改革教学方式；教学过程突出实践性，加大生产性实训比例等，
这些工作主动适应了新形势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办人民满意的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举措。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物化成果。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指出“课程建设与
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明确要求要“加强教材建设，重点建设
好3000种左右国家规划教材，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的实训教材，并确保优质教材进
课堂”。
目前，在农林牧渔类高职院校中，教材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行业变革较大与课程内容老化的矛盾
、能力本位教育与学科型教材供应的矛盾、教学改革加快推进与教材建设严重滞后的矛盾、教材需求
多样化与教材供应形式单一的矛盾等。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行业对人才培养要求的不断提高，组织编写一批真正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
行业生产经营规律、适应职业岗位群的职业能力要求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具有创新性和
普适性的教材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化学工业出版社为中央级综合科技出版社，是国家规划教材的重要出版基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曾被新闻出版总署领导评价为“导向正确、管理规范、特色鲜明、效益良好的模
范出版社”，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近年来，化学工业出版社密切关注我国农林牧渔类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积极开拓教材的出版工作
，2007年底，在原“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农林牧渔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专家的指导下，
化学工业出版社邀请了全国100余所开设农林牧渔类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的骨干教师，共同研讨高等职
业教育新阶段教学改革中相关专业教材的建设工作，并邀请相关行业企业作为教材建设单位参与建设
，共同开发教材。
为做好系列教材的组织建设与指导服务工作，化学工业出版社聘请有关专家组建了“高职高专‘十一
五’规划教材★农林牧渔系列”建设委员会和“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农林牧渔系列”编审
委员会，拟在“十一五”期间组织相关院校的一线教师和相关企业的技术人员，在深入调研、整体规
划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一套适应农林牧渔类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课、专业课及相关外延课程教材——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农林牧渔系列”。
该套教材将涉及种植、园林园艺、畜牧、兽医、水产、宠物等专业，于2008 ～ 2009年陆续出版。
    该套教材的建设贯彻了以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为中心，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基础的教育理念，理
论知识 “必需”、“够用”和“管用”，以常规技术为基础，关键技术为重点，先进技术为导向。
此套教材汇集众多农林牧渔类高职高专院校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改成果，又得到了相关行业企业专家
的指导和积极参与，相信它的出版不仅能较好地满足高职高专农林牧渔类专业的教学需求，而且对促
进高职高专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与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希望有关教师和行业企业技术人员，积极关注并参与教材建设。
毕竟，为高职高专农林牧渔类专业教育教学服务，共同开发、建设出一套优质教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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