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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园林植物保护》教材的概况 , 分析了农林高职院校加强《园林植物保护》教材建设的必要性 , 针对农林高职院校《园林植物
保护》教材的建设现状 , 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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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标准的出台, 使得各地争相创建

生态园林城市, 园林绿化事业蒸蒸日上, 园林绿化行业对园

林绿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各高等院校根据市场对人才的

需求, 纷纷设立园林绿化相关专业[ 1] 。随着园林城市建设步

伐的加快, 社会对园林植物保护技能性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

加。因此, 加强园林植物保护技能性人才的教材特色改革及

是否符合这类人才的培养相当重要。课程内容的改革是教

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

证。因此 , 建设适应农林高职教育的《园林植物保护》教材是

高职院校园林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

1  《园林植物保护》教材简介

《园林植物保护》是以植物保护科学为基础, 直接为园林

绿化生产、生态环境建设与维护服务的一门技术应用性较强

的课程, 也是园林技术、园林工程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必

修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之一, 内容主要涉及园林植物有害生

物防治基础知识、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苗圃、花圃和草坪杂

草的防除以及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技术等, 是园林绿化养护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园林绿化养护的主要

工作内容。

2  农林高职院校加强《园林植物保护》教材建设的必要性

2 .1  城市园林绿化的需要 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的重要内容之一, 花草树木等园林植物不仅能创造适宜人类

生活的优美环境, 而且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然而, 园林

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 往往会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 ,

其中, 病、虫、草等有害生物既是园林植物中极为普遍的自然

灾害, 并且危害日益加剧 , 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建设的进程 ,

同时, 微甘菊、一枝黄花、烟粉虱、松材线虫等外来有害生物

的入侵 , 对园林植物的生长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 园

林植物保护对园林生产、城市绿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园林植物有害生物的危害可降低花木质量 ,

破坏生态环境, 毁坏绿化成果。在我国, 病虫害危害园林植

物的事例屡见不鲜, 如草坪病虫害、菊花褐斑病、菊花蚜虫、

樟巢螟、重阳木锦斑蛾、芍药和牡丹红斑病、桂花枯斑病、马

蹄莲细菌软腐病、金叶女贞叶斑病、月季黑斑病以及危害珊

瑚树和园林树木的草履蚧等病虫害, 近年来在华东地区危害

严重。

2 .2 园林人才培养的需求 在园林城市建设中, 园林植物

保护的重要性日益突现, 园林城市建设对园林植物保护技术

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随之越来越迫切。培养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以应用为主旨和特

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 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已成

为我国及欧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建

设的重要方法。转变教育观念、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是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2 .3 园林专业教学的需要 目前, 我国园林专业教学中仍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课

程体系不适应。现行园林专业教学计划所制定的课程体系 ,

基本上沿用传统的“学科本位”课程论作为主导的课程体系 ,

但是已明显与培养园林职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人才的目

标不相适应 , 不能突出园林职业技术教育的特色; ②实践教

学环节较薄弱。目前, 我国农林高职院校现行教学计划中实

践教学环节安排的内容不足, 比例偏低 , 理论与实践不能有

机结合, 无法满足培养学生熟练职业技能的需求[ 2] 。因此 ,

加强农村高等职业院校《园林植物保护》教材建设具有实际

意义。

3  农林高职院校《园林植物保护》教材的建设现状

3 .1 知识内容更新快  近年来 ,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园

林绿化和植物保护等相关学科专业地迅猛发展, 园林植物保

护领域的部分知识更新较快, 对病虫害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

有了新的研究成果, 农药的安全使用和相关政策法规也发生

了较大变化 ,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得到

了空前的重视。

3 .2  教材数量有较大增长 2005 年以前, 我国园林植物保

护领域高职教材基本上只有中国农业出版社的《园林植物保

护》一本教材。随着我国高职园林教育的发展, 截至2008 年,

园林植物保护和园林植物病虫害方面的教材数量有了较大

的增长 , 目前市场上的相关教材达到了近10 种之多。

3 .3  出版社对教材的出版表现出浓厚兴趣  2005 年以前 ,

我国高职园林植物保护教材只有中国农业出版社资助出版 ,

但近年来, 各出版社对相关教材的出版均表现出较大的兴

趣, 中国林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中

国农业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各地

方的大学出版社和省级出版社也在出版这类教材。

4  农林高职院校《园林植物保护》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4 .1 教材内容陈旧  我国农林高职教育中, 园林技术和园

林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园林植物保护教材数量虽有较大

增长, 但是教材内容大都是依据中国林业出版社的本科类教

材《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改编压缩, 新知识、新技术、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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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新案例、新材料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 高职园林植物保

护教材的编写尚未突破传统学科课程的羁绊, 未形成职业教

育特有的内容结构体系, 也未与园林植物保护中的不同部分

整合在一起, 还是单纯地进行园林植物病害、园林植物昆虫、

园林植物杂草和园林植物生长环境的研究和教学, 这与高职

教育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技术应用性人才的要求

相悖, 使学生的能力难以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4 .2 教材体系不符合人才需求培养 目前, 市场上出版的

园林植物保护类教材均以学科体系为依据构建和编写的, 并

且实验实训体系也无法体现实际工作的需要。随着高职教

育的发展, 为了体现岗位适应能力, 突出实践教学和职业技

能的培训, 迫切需要构建以工作过程为依据的教材体系, 同

时园林植物保护实践教学内容《园林植物保护实训》课程已

在部分高职院校单独开设, 且所占课时数较大。然而, 目前

市场上出版的各种教材均尚未构建以工作过程为依据的教

材体系, 同时也没有把园林植物保护实验实训单独编写出

版, 在园林植物保护实验实训等实践课程的教学中十分不

便。因此, 目前的教材体系不符合我国农林高职高级专门技

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4 .3 新方法、新技术的研究与运用不够 近年来, 园林植物

保护研究一些安全、高效、环保的新方法和新技术, 并在实践

中推广运用,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出版的园林植物保护

教材中并未收录近年来园林植物保护上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例如, 根据国家农业部规定, 从2008 年7 月1 日起, 所有的农

药产品名称必须统一使用通用名, 而不能够再使用各色各样的

商品名。同时, 在实际教学中尚未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新

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未将园林植物保护教材的

建设真正转到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轨道上。

4 .4  不适于当前教育  近年来, 随着我国植物保护、园林、

绿化、林学等相关专业学科的迅猛发展, 园林植物保护领域

的部分知识更新很快, 以前没有明确的病虫害发生规律和防

治方法也取得了最新研究成果, 农药的安全使用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 , 对部分高毒高残留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农药实行

了全面禁用, 现有教材的内容明显不适合于当前的教育和全

国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因此, 目前亟待研究建设一

套新方法、新技术 , 适合于高职院校使用、适于学生学习的高

质量的园林植物保护精品教材及配套实训教材, 以满足高职

教育园林植物保护人才的培养, 推进园林植物保护的教学改

革, 推进教育创新。

5  农林高职院校《园林植物保护》教材建设的内容构思

5 .1 教材建设目标

5 .1 .1 构建相关配套教材。高职园林植物保护教材建设以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模式为主题进行专业教学改

革, 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材建设的要求和教育部关于加强

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意见的精神, 紧紧围绕培养园林生产、服

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 建设一套

高职高专园林植物保护精品教材, 包括主教材《园林植物保

护》、实验实训指导教材《园林植物保护实训》和园林植物保

护试题库, 同时配备电子教案, 收集园林植物保护技术研究

和教学改革中的最新成果和成熟实用的技术与理论。

5 .1 .2 构建精品教材。以“必需”、“够用”为度, 以能够实际

应用为核心 ,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围绕园林植物有害生物的

诊断、识别与防治、环境因素对园林植物的影响以及园林植

物的保养维护等知识和技能, 构建园林植物保护精品教材内

容体系 , 突出培养高职高专学生对园林植物保护技术的应用

能力、实践能力。《园林植物保护》精品教材在内容安排上应

最大程度地符合学生的认知顺序, 突出案例教学, 根据高职

高专学生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特征, 增加一些生动活泼的

小栏目,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突出培养高职高专学生对园

林植物保护技术的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园

林植物保护精品教材应优先考虑便于学生学习和使用 , 兼顾

教师教学方便。

5 .1 .3  研究园林技术人才培养途径与方法。以教材为着力

点, 着重研究符合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的园林植物

保护技术人才培养途径和培养方法, 解决当前高职园林植物

保护教材单一、实训教材缺乏、教材与人才培养不相适应的

问题。

5 .2 教材建设的创新点

5 .2 .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园林植物保护主教材在内容

安排上遵循学生的认知顺序, 突出案例教学, 增加生动活泼

的小栏目, 符合学生的心理年龄, 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精品教材将努力实现数字化, 随书配备电子教案, 最大

限度地方便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

5 .2.2 加强特色培养, 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实训教

材在内容上应剔除同类教材中的演示性和验证性实验 , 通篇

体现操作技能、应用技能和综合实践技能培养的特色, 注重

园林植物保护技术的实际应用, 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

力,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战技能。

5 .2 .3  突出重点与新颖性。园林植物保护精品教材应打破

传统的教材编写体例, 以园林植物大类为序, 突出常用园林

植物主要病虫草害的诊断、识别与防治等园林植物保护技

术, 以“必需”、“够用”为度 , 以能够实际应用为核心, 对高素

质创新人才和高级应用型技能人才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园

林植物保护精品教材应尽量运用图、表进行说明, 做到图文

并茂、简洁明了、易学易记、便于查阅。每章开头配有学习目

标, 结尾处配备本章小结和有启发性的思考题 , 帮助学生明

确学习目标, 理顺重点内容, 启发思维 , 培养创新意识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 , 教材还应该与园林植物保护相关工

种的考证紧密联系, 围绕考证内容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

5 .2 .4  充分体现工作过程导向。工作过程是在企业中为完

成一件工作过程, 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

程序,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开发教材是培养具有高素质的高技

能人才的媒介。世界职业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说明了职

业教育的课程应该从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出发 , 强调能力本

位。工作过程是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结合、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的一条路径和手段。因此, 教材的编写要突破传统的学

科内容体系 , 应基于体现工作过程导向开发教材, 在形式和

内容上都应以真实工作任务及其过程为依据。

6  结语

随着生态文明、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和环境保护模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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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性 , 但污染最严重的屋面径流一般都发生在每年的最初

几场降雨和夏季高温期。

道路雨水径流水质主要取决于路面污染状况和降雨条

件, 而受季节及温度影响较小。

图6 沥青油毡屋面雨水中COD 随季节和气温的变化

Fig .6 Thechanges of CODintherainwater of asphalt felt roof with

theseason and temperature

2 .5  降雨强度和降雨量对径流水质的影响 降雨强度和降

雨量是影响各种汇水面径流水质的重要因素。雨水在冲刷

汇水面污染物的同时 , 也有稀释和溶解作用。降雨强度和降

雨量对路面雨水水质的影响见图7、8 。图7 为一场短时强降

雨, 历时23 min , 降雨量达8 .50 mm。由于冲刷强度大, 使雨

水与污染物的混合和溶解作用增强 , 初期径流 COD、SS 值分

别高达948 .4 和3 155 .0 mg/ L,13 min 后趋于稳定。而图8 中

历时1 h 的降雨仅1 .4 mm, 强度较小, 冲刷作用小, 初期径流

COD、SS 值分别为546 .4 和759 .0 mg/ L , 产流约50 min 后才趋

于稳定。

图7 短时强降雨对道路径流水质的影响

Fig .7 Theeffects of short-ti mestrong rainfall onthe water quality

of road runoff

道路雨水水质受季节、气温影响较小, 一是因路面定期

清扫, 二是路面材料的不同。因此, 道路雨水水质主要受路

面污染状况和降雨条件的影响。

图8 长时弱降雨对道路径流水质的影响

Fig .8 Theeffects of long-ti mestrongrainfall onthe water qualityof

road runoff

3  小结与讨论

( 1) 城区雨水径流污染严重 , 主要为有机物和悬浮物, 一

般规律为: 初期径流污染最为严重, 随降雨历时的延长, 污染

物浓度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

(2) 汇水面性质对雨水径流性质影响较大, 其中沥青油

毡屋面影响最大, 除积尘外, 主要为屋面材料的分解产物, 其

COD 值远高于路面。而道路雨水水质主要取决于路面污染

状况, 雨水水质更为复杂, 并具有随机性。

( 3) 气温、降雨时间间隔以及降雨强度和降雨量, 对城区

雨水径流水质均有明显影响。气温主要影响沥青油毡汇水

面的水质。同等条件下, 气温越高, 雨水中的COD 值就越高 ,

同时雨水的棕黄色就越深。

( 4) 针对以上结果 , 笔者认为, 一是应限制油毡屋面材料

的使用, 并逐步淘汰污染严重的品种, 有计划地对该类旧屋

顶进行改造。二是要改善路面污染状况, 控制路面雨水径流

污染。合理规划城市用地, 加强建筑工地的管理, 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 提高居民环保意识, 防止随意倾倒污水和垃圾。

三是应设计特殊装置[ 5] , 分离污染严重的初期径流雨水 , 用

余下降雨历时内的道路雨水直接灌溉城市绿地草坪, 这对缓

解城市用水紧张、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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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建设, 我国各地越来越重视园林植物有害生物的防治工

作, 园林绿化事业对园林植物保护专门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

多, 因此, 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对我国园林绿化事

业的建设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教材是培

养人才的媒介, 要培养掌握园林植物保护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 , 就必须有相应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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