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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高职高专类园林专业教材，是根据高职高专园林专业高技能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编写的
。
编写力求做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框架简明清楚，紧密结合园林绿化生产实践和发展成果，重点突出
，使用方便。
　　本书内容分为绪论、总论、各论和实训四部分，并附有实训项目以及木本植物常用形态术语，以
方便教学。
各论中裸子植物部分按照郑万钧系统编写，被子植物部分按照克朗奎斯特系统编写，部分科的顺序有
调整。
重点介绍的树种为我国常见及有发展前途的园林树种，使用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取舍。
本书插图均引自正版书刊，限于篇幅，图中未标具体出处，在此谨向原作者致谢。
　　本书由王永、齐海鹰负责确定编写大纲和编写思路。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王永编写绪论、各论30～39、4l科，及实训、附录部分；齐海鹰编写第2章、各论l
～4科；贾东坡编写第1章、各论20、21、23～29科；杨兴芳编写第3章、各论12～19、22科；曹艳春编
写第4章、各论83～86科；裴淑兰编写第5章、各论76、79～82科；孟丽编写各论5～11科；王凯编写各
论40、42～47、49、50科；柴梦颖编写各论48科；范淑芳编写各论51～58科；刘艳秋编写各论59～65科
；程利霞编写各论66～72科；徐巧萍编写各论73～75、77、78科；全书由王永统稿。
　　本书由河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苏金乐教授主审，特此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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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树木》为高职高专类园林工程技术专业教材，编写力求做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框架简明
清楚，紧密结合园林绿化生产实践和发展成果，重点突出，使用方便。
内容分为绪论、总论、各论和实训四部分，并附有实训项目以及木本植物常用形态术语，以方便教学
。
各论中裸子植物部分按照郑万钧系统安排，被子植物部分按照克朗奎斯特系统安排，部分科的顺序有
调整。
重点介绍的树种为我国常见及有发展前途的园林树种，使用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取舍。
具体树种上按照形态特征、分布范围、生态习性、繁殖方法和园林应用进行论述。
　　本教材既可以作为园林工程技术、园林、林业、园艺、景观规划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园林
树木的课程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学习、自考、网络教育等相关课程培训教材，还可作为园林、林
业等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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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部分 总论　　第1章 园林树木的分类　　1.1 植物学分类方法　　植物分类学是在人类认识植
物和利用植物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它的任务不仅是识别植物、对植物鉴定命名，而且
还要阐明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建立自然分类系统。
自然界有植物大约有50万种。
人们要认识、利用、改造它们，就必须对它们进行系统分类。
　　我国对植物的研究历史悠久，最早的植物学专著是晋代嵇含著的《南方草木状》一书，书中把记
载的植物分为草、木、果、谷四章。
我国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著的《本草纲目》，把收集记载的1000余种植物，分
为木、果、草、谷、菜五部三十类。
瑞典植物分类学家林奈，把有花植物雄蕊的数目作为分类标准，分为一雄蕊纲、二雄蕊纲等。
长期以来，人们为了使用方便，根据植物的某些形态、特征、特性和用途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法称
为人为分类法。
人为分类法可将植物分为水生植物、陆生植物，木本植物、草本植物等。
把栽培的作物分为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纤维作物。
人为分类法虽然使用方便，但不能反映植物在进化过程中的亲缘关系。
　　自然分类法又称系统发育分类，是按照植物问在形态、结构、生理上的相似程度，判断其亲缘关
系，再将它们分门别类形成系统。
按自然分类法来分类，可以看出各种植物在分类系统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和其他植物在关系上的亲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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