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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是一种以美化、欣赏、游憩、休闲、愉悦和恢复人们身心健康及创造或改善人类的生活、工
作环境盼生态因素为主要目的和功能的境域，并具有一定的物质生产和防灾、减灾效能。
　　大自然境域是宏伟博大的，园林境域仅是按人们的意愿对大自然一定部分做不同程度的营建，这
种营建的结局常有优劣、巧拙、成败之分，故园林工作者须常具博习、研索、慎为之心。
　　园林构成的主要因素有三，即大地（陆体、水体）、生物（以植物为主）和广义设施物（园林建
筑、各类设施物）。
　　园林学科是综合性学科，它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文化与艺术内容。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园林学的内涵亦在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创新与发展。
根据园林建设发展的历史，汪菊渊院士曾将园林学的研究范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传统园林学、城市
绿化和大地景物规划。
这三者的关系不是互相分割、孤立的，而是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的，从广义的园林学概念来讲，它们是
一个整体中对共同的目标要求的多样性表现。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常习用园林绿化来表达广义的园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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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索引 中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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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生长期 从树木萌芽生长至落叶，即包括整个生长季。
这一时期在一年中所占的时间较长。
在此期间，树木随季节变化，会发生极为明显的变化。
如萌芽、抽枝展叶或开花、结实等，并形成许多新器官（如叶芽或花芽等）。
 萌芽常作为树木生长开始的标志；其实根的生长比萌芽要早。
不同树木在不同条件下每年萌芽次数不同。
其中以越冬后的萌芽最为整齐，这与去年积累的营养物质贮藏和转化，为萌芽作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有
关。
树木萌芽后抗寒力显著降低，对低温变得敏感。
 每种树木在生长期中，都按其固定的物候顺序通过一系列的生命活动。
不同树种通过各个物候的顺序不同。
有些先萌花芽，而后展叶；也有的先萌叶芽，抽枝展叶，而后形成花芽并开花。
 树木各物候期的开始、结束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因树种和品种、环境条件和栽培技术而异。
 （3）生长转入休眠期 秋季叶片自然脱落是树木进入休眠的重要标志。
在正常落叶前，新梢必须经过组织成熟过程，才能顺利越冬。
早在新梢开始自下而上加粗生长时，就逐渐开始木质化，并在组织内贮藏营养物质（绝大部分是淀粉
、可溶性糖类等碳水化合物和少部分含氮化合物）。
新梢停长后这种积累过程继续加强，同时有利于花芽的分化和枝干的加粗等。
结有果实的树木，在采、落成熟果后，养分积累更为突出，一直持续到落叶前。
 秋季日照变短是导致树木落叶，进入休眠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气温的降低。
近路灯下的枝叶晚落就是明证。
日照变短，枝叶产生休眠素；落叶前在叶内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减弱，叶绿
素的分解，部分氮、钾成分转移到枝条等，最后叶柄基部形成离层而脱落。
落叶后随气温降低，树体细胞内脂肪和单宁物质增加；细胞液浓度和原生质黏度增加：原生质膜形成
拟脂层，透性降低等，有利于树木抗寒越冬。
 上述说明，过早落叶，不利养分积累和组织成熟。
干旱、水涝、病害等会造成早期落叶，甚至引起再次生长，危害很大；该落不落，说明树木未作好越
冬准备，易发生冻害和枯梢。
 树体的不同器官和组织，进入休眠的早晚不同。
温带树木多数在晚夏至初秋就开始停止生长，逐渐进入休眠。
某些芽的休眠在落叶前较早就已发生。
一般小枝，细弱短枝，早形成的芽，进入休眠早；长枝下部的芽进入休眠早，顶端的芽仍可能继续生
长。
上部侧芽形成后不萌发，不一定是由于休眠，可能是因顶端产生的激素抑制之故。
在生长季的中后期，可用短截新梢先端除去抑制作用，看剪口芽的反应来判断是否休眠。
剪口芽不萌发，说明已处在休眠中；如果剪口芽萌发，但生长弱并很快停长，则说明休眠程度尚浅；
如果剪口芽极易萌发并继续延长生长，说明未进入休眠。
皮层和木质部进入休眠早，形成层最迟，故初冬遇寒流形成层易受冻。
地上部主枝、主干进入休眠较晚，而以根颈最晚，故易受冻害。
 不同年龄的树木进入休眠早晚不同。
幼龄树比成年树进入休眠迟。
 刚进入休眠的树，处在初休眠（浅休眠）状态，耐寒力还不强，遇间断回暖会使休眠逆转，突然降温
常遭冻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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