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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花卉种苗是花卉产品生产的物质基础，繁殖方法和栽培技术是提高花卉产品质量的根本措施之一。
编写本书的立足点以各论为主，尽可能全面收集当前生产经营中所涉及到的花卉种类。
而每一种花卉的内容尽量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以便满足读者实用的要求。
书中的内容主要包括：花卉概述、名花繁殖与栽培、温室花卉繁殖与栽培、一二年生花卉繁殖与栽培
、宿根花卉繁殖与栽培、球根花卉繁殖与栽培、木本花卉繁殖与栽培、水生花卉繁殖与栽培、蕨类植
物繁殖与栽培、野生花卉种类介绍等，共计介绍花卉249种。
本书主要供花卉生产者、花卉专业户、花卉爱好者参阅，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的高职教材和大中专院校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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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他有切接法、靠接法、芽接法等方法。
　　4．压条繁殖　一般用高压法，在春、夏鹃的花谢后进行，一般3个月生根，成活率较高。
　　【栽培管理】　由于杜鹃品种繁多，有的既可露地栽植，又可盆栽，有的仅只能盆栽，如西鹃。
下面分别介绍：　　1．露地栽培　如毛鹃、东鹃、夏鹃等。
　　应选择土层深厚、肥沃，pH4～5．5的酸性土壤，如果土壤不适宜，须进行观良。
依据生态习性须有遮荫措施，避免栽植地夏日暴晒。
浇水要充足，但要避免积水。
冬季来临，落叶杜鹃进入休眠期，要浇一次透水，此后可减少浇水次数。
常绿杜鹃冬季要正常浇水。
冬季来临，地栽杜鹃要采取措施进行防寒，以保其安全越冬。
在杜鹃的生长期间要结合修剪进行整形，如摘心、修枝。
摘心多在幼株进行，人为地将顶芽或花芽去掉，节约养分，促进下面新枝早发。
修枝用于整理树形，可修去病虫害枝、重叠枝、交叉枝、光秃枝及冬季冻伤枝。
为使杜鹃生长健壮，须结合追肥使得开花繁茂，花色艳丽，根部施肥需注意土壤酸碱度的影响。
根外追肥可在晴天的傍晚进行，浓度不宜过大，喷布要周到均匀，要避免雨天或者有风的天气。
　　2．盆栽　如西鹃。
西鹃盆栽选盆不宜过大，因杜鹃是须根系，根系较浅，生长缓慢，若盆过大，则易肥水失控，不利生
长。
盆一般用透水透气能力强的素烧盆为好。
盆土用排水良好、土层疏松、肥沃、pH 5．5～7之间的酸性土为宜，如：松针土、腐叶土、兰花泥、
锯末等。
盆栽杜鹃一般在春季出室或冬季入室时上盆，先在盆底摆放粗粒的排水层，然后填入培养土，一手扶
苗，一手填土，填土不可过多，要留出浇水的空间。
上盆后先放阴凉处加强喷水、浇水管理，使其迅速缓苗，5～7天后可放在适当的位置进入正常管理。
浇水以不含碱性、清洁卫生的河水或塘水为好，如用自来水，先用水缸贮放1～2日，使排出氯气和水
温与土温接近。
浇水多少应依据天气情况，盆土干湿情况，生长发育阶段的需要而定。
西鹃施肥以豆饼水、鱼腥水等为好，要薄肥勤施，施肥时适当配入硫酸亚铁，以调节土壤pH值。
西鹃修剪以疏剪为主，幼苗在3年左右为加速树型形成，常摘去花蕾，不使其开花，进行摘心、摘除
新梢，促使萌发新枝。
成年树要疏剪去病虫枝、多余枝、交叉枝等。
　　3·病虫害防治　杜鹃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军配虫等。
红蜘蛛在夏季高温干燥时盛行，危害严重，使叶色枯黄，直至脱落；可用杀螨醇1 000倍液喷杀。
军配虫5～1 0月均有危害，可用乐果、敌敌畏1 000倍液喷杀。
常见病害有：褐斑病、叶肿病等。
褐斑病最初叶面产生红褐色小点，随后扩展为近圆形或多角形病斑，后期中央黄白色，边缘深褐色，
严重时叶片枯黄，脱落。
病菌在病叶、病残体上越冬，翌春气温上升，随风传播。
温室盆栽杜鹃终年发生。
其防治方法：加强栽培管理；发病期间喷洒70%甲基托布津1 000倍液或波尔多液；选育抗病品种。
　　【园林用途】　杜鹃品种繁多，花色丰富、鲜艳，是优良的盆景材料及观赏材料，有的用作绿篱
、地被、石园布置或基础种植等，可单株孤植，多株群植，或制作专类杜鹃园，有的配　　植路边，
林缘，稀疏的复层的混交林下，草坪上。
　　6．桂　花　　【生态习性】　桂花Osmanthus fragrans Lour,又名岩桂，木犀，九里香。
木犀科，木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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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原产我国西南部，现广泛栽培于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比较集中的产区为苏州、杭州、扬州、成
都、桂林等地，尤以广西桂林为盛，华北多行盆栽。
　　桂花属长日照植物，性喜强光，也能耐高温。
喜温暖湿润，光照适中，通风的气候环境，喜地势高燥、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砂质壤土，
喜肥，对水分要求较严，怕积水，若积水易烂根落叶。
适宜生长在温暖的亚热带地区，不很耐寒。
树势强健，树龄长久，寿命很长。
　　【观赏特性】　常绿阔叶灌木至小乔木。
高可达15m。
树皮粗糙，灰褐色或灰白色。
单叶对生，革质，有柄，椭圆形至椭圆状披针形。
萌芽枝叶，边缘有锯齿，成年树叶全缘，基楔形或阔楔形，先端急尖或渐尖。
顶芽迭生，被鳞片，当年生枝上单芽多为花芽。
花簇生于老枝叶腋，聚伞状，有细梗，基部有合生苞片，每花序有小花3～9朵。
花色因品种而异：有浅黄、浅黄白、橙黄、橙红等。
花小、浓香。
花萼4齿裂，长约1mm。
花冠4深裂，裂片圆形或近倒卵形，椭圆形，端圆，长2～3mm。
雄蕊2，贴生于裂片基部，雌蕊1，子房2室。
花期一般中秋前后(9～10月)。
核果椭圆形，长1～1．5cm，先绿色后紫黑色，翌年4～5月果熟。
　　【繁殖方法】　桂花的繁殖方法很多，可用播种、嫁接、压条、扦插等方法。
　　1．播种繁殖　播种育苗达到开花的年限较长，故家庭养花多不用此法。
　　4～5月份桂花果实成熟，当果皮由绿色变为紫黑色时即可采收。
桂花种子有后熟作用，至少要有半年的砂藏时间，采收后洒水堆沤，清除果肉，置阴凉处使种子自然
风干，混砂贮藏，砂藏后可秋播或春播。
砂藏期间要经常检查，防止种子霉烂或遭鼠害。
播种繁殖一般采用条播的方法。
播种前要整好地，施足基肥，亦可播于室内苗床。
播种时将种脐侧放，以免胚根和幼茎弯曲，将来影响幼苗生长。
播后覆盖一层细土，然后盖上草苫，遮荫保湿，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当年即可出苗。
每亩用种量约20kg，可产苗木3万株左右。
小苗于苗床生长2年后，第3年可移植栽培。
实生苗开花较晚，定植8～10年后方能现花。
　　2.嫁接繁殖嫁接砧木多用女贞、小叶女贞、小蜡、水蜡、白蜡和流苏(别名油公子、牛筋子)等。
大量繁殖苗木时，北方多用小叶女贞，在春季发芽之前，自地面以上5cm处剪断砧木；剪取桂花1～2
年生粗壮枝条长10～12cm，基部一侧削成长2～3cm的削面，对侧削成一个45。
的小斜面；在砧木一侧约1／3处纵切一刀，深约2~3cm；将接穗插入切口内，使形成层对齐，用塑料
袋绑紧，然后埋土培养。
用小叶女贞作砧木成活率高，嫁接苗生长快，寿命短，易形成“上粗下细”的“小脚”现象。
用水蜡作砧木，生长慢，但寿命较长。
盆栽桂花多行靠接。
用苏作砧木，靠接宜在生长季节进行，不宜在雨季或伏天靠接。
靠接时选二者枝条粗细相近的接穗和砧木，在接穗适当部位削成梭形切口，深达木质部，长约3～4cm
，在砧木同等高度削成与接穗大小一致的切口，然后将两切口靠在一起，使二者形成层密结，用塑料
条扎紧，愈合后，剪断接口上面的砧木和下面的接穗。
　　3.扦插繁殖在春季发芽以前，用一年生发育充实的枝条，切成5～10cm长，剪去下部叶片，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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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2～3片绿叶，插于河沙或黄土苗床，株行距3cm×20era，插后及时灌水或喷水，并遮荫，保持温
度20～25 ℃，相对湿度85%～90%，2个月后可生根移栽。
　　4.压条繁殖可分低压和高压两种。
低压桂花必须选用低分枝或丛生状的母株。
时间是春季到初夏，选比较粗壮的低干母树，将其下部1～2年生的枝条，选易弯曲部位用利刀切割或
环剥，深达木质部，然后压入3～5cm深的条沟内，并用木条固定被压枝条，仅留梢端和叶片在外面。
高压法是春季从母树选1～2年生粗壮枝条，同低压法切割一圈或环剥，或者从其下侧切口，长6～9cm
，然后将伤口用培养基质涂抹，上下用塑料袋扎紧，培养过程中，始终保持基质湿润，到秋季发根后
，剪离母株养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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