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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对广大劳动者系统地学习相关职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就业能力、工
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也为企业合理用工以及劳动者自主择业提供了依据。
　　随着我国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各
种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传统职业的知识和技术也愈来愈多地融进当代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内容
。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优化劳动力素质，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提升职业标准、完善技能鉴定方
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推出了1+X的鉴定考核细目和题库。
1+X中的1代表国家职业标准和鉴定题库，X是为适应上海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职业标准和题库进行
的提升，包括增加了职业标准未覆盖的职业，也包括对传统职业的知识和技能要求的提高。
　　上海市职业标准的提升和1+X的鉴定模式，得到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领导的肯定。
为配合上海市开展的1+X鉴定考核与培训的需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上海市职业培训指
导中心联合上海植物园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共同编写了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系列教材
。
　　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严格按照1+X鉴定考核细目进行编写，教材内容充分反映了当前从
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最新核心知识与技能，较好地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与超前性。
聘请编写1+X鉴定考核细目的专家，以及园林绿化、花卉园艺相关行业的专家参与教材的编审工作，
保证了教材与鉴定考核细目和题库的紧密衔接。
　　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教材突出了适应职业技能培训的特色，按等级、分模块单元的编写模式
，使学员通过学习与培训，不仅能够有助于通过鉴定考核，而且能够有针对性地系统学习，真正掌握
本职业的实用技术与操作技能，从而实现我会做什么，而不只是我懂什么。
　　本教材结合上海市对职业标准的提升而开发，适用于上海市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考核，同时
，也可为全国其他省市开展新职业、新技术职业培训和鉴定考核提供借鉴或参考。
　　新教材的编写是一项探索性工作，由于时间紧迫，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各使用单位及个人对
教材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教材修订时补充更正。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　　上海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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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花卉园艺工（高级）》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上海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依据上海1+X职
业技能鉴定细目——花卉园艺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组织编写。
花卉园艺工主要从事的工作包括：花卉的种类选择、育苗、栽培（生产）、养护管理，以及花卉在城
市绿化和美化环境中的应用。
《花卉园艺工（高级）》从强化培养操作技能，掌握一门实用技术的角度出发，较好地体现了本职业
当前最新的实用知识与操作技术，对于提高从业人员基本素质，掌握高级花卉园艺工的核心知识与技
能，运用花卉园艺专门技能完成部分名贵花卉的培育，解决花卉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对带领初、中级
工工作有直接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花卉园艺工（高级）》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生理学——介绍了植物各种生理代谢活动的过程、作用
及其规律，环境条件对植物生命活动和生长发育的影响，运用生理学理论观察植物的各类生理反应、
生理变化规律，以达到指导生产实践的目的。
土壤肥料——介绍了土壤肥料在花卉生产上的系统应用知识，土壤改良、培养土制作技能和花卉养分
分析、灌溉施肥量的计算技能；园林植物保护——介绍了昆虫分类、昆虫生态知识，花卉病害类型、
病原及病害发生规律，园林杂草知识和古树名林有关知识，病虫害综合防治技能、杂草治理技能、古
树名木保护技能，昆虫调查、药效试验等技能；花卉生产与管理——介绍了草花、宿根、球根、温室
花卉、观叶植物等各种花卉园艺品种、习性和栽培知识，各类花卉的育苗、生产技能和花卉生产上先
进技术的运用技能；花卉应用——介绍了花卉的绿地应用和室内应用知识，花卉的绿地应用（花境等
）和室内应用（西方式插花为主）的应用技能。
《花卉园艺工（高级）》可作为花卉园艺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考核教材，也
可供全国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本职业从业人员学习掌握花卉园艺先进技术，参
加岗位培训、就业培训使用，还可作为农业花卉生产专业户、花卉爱好者的学习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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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植物吸水的部位根系是植物吸水的主要器官。
它在土壤中分布广、数量多、表面积大，能从土壤中吸收大量水分，满足植物的需要。
　　根系中各部分的吸水能力是不同的。
吸水区域主要在根尖的幼嫩部位，其中根毛区的吸水能力最强。
根毛区的根毛数量很多，增加了根的吸收面积，根毛细胞的外部由果胶质组成，具有较强的黏性和亲
水性，有利于黏附土粒和吸水，另外，根毛区已分化出输导组织，能将根吸收进来的水分及时输送出
去。
因此，根毛区成为根吸水最活跃的部位。
由于根吸水主要在根尖部分进行，所以在移栽时应尽量保持根系完整。
容器育苗、带土球移栽可避免和减少根毛损伤，对提高移栽成活率是非常有效的。
　　2.根系的吸水动力植物根系吸水主要有两种动力，一种动力是地下的根压，另一种是地上部分的
蒸腾拉力。
　　（1）根压。
将植物的茎在近地面处切去，不久即有液滴从切口产生，这种现象叫做伤流，流出的汁液叫伤流液。
如果在切口处套上橡皮管与压力计相接，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压力（见图1－4）。
这种由于根系的生理活动而使根吸水并使液流从根部上升的力量，称为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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