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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会勤、薛金国主编的《观赏植物学》以通俗而且专业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观赏植物的定
义及在我国的资源、栽培历史、作用；全书共11部分，分别论述了观赏植物的园林特性、繁殖、引种
驯化、环境因子及花期调控、栽培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规划与设计、管护技术、病害诊断与鉴定、
综合防治技术、主要观赏植物病害的防治技术等，引入了新观念、新思路，突出实用性。
力求融科学性、知识性、先进性为一体；力求做到观赏性植物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立足国内参考国外
，简明扼要与可操作性相结合。

《观赏植物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作为大专院校教师、学生的教材及短期技能培训教材，也可
作为城市绿地建设者和管护者的业务指导用书；适用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园林绿化、城市园林
管理者等部门的管理者、开发者、科研工作者等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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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及在我国的资源、栽培历史、作用；全书共11部分，分别论述了观赏植物的园林特性、繁殖、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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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观赏角度，植物叶色可分为以下几类。
　　（1）基本叶色植物的基本叶色为绿色，这是植物长期自然进化选择的结果。
由于受植物种类及受光度的影响，植物叶的绿色又有墨绿、深绿、油绿、黄绿、亮绿、蓝绿、褐绿、
黑绿、茶绿等复杂差异，且会随季节而变化。
从大类上看，各类植物叶色的深浅由深至浅的顺序，以观赏树木为例可分为常绿针叶树、常绿阔叶树
、落叶树。
由于常绿针叶树叶片吸收的光大于折射出来的光，使叶色多呈暗绿色，显得朴实、端庄、厚重，但若
在一个场所过多地使用常绿针叶树，容易使人产生悲哀、阴森之感。
常绿阔叶树叶片反光能力较常绿针叶树强，叶色以浅绿色为主。
至于落叶树种，叶片多扁薄，透光性强，叶绿素含量较少，叶色多呈黄绿色，不少种类在落叶前还变
为黄褐色或黄色、金黄色，而表现出明快、活泼的视觉特征。
　　（2）特殊叶色指植物除绿色外而呈现的其他叶色。
特殊叶色增加了园林景观的丰富性，给观赏者以新、奇感。
根据变化情况，特殊叶色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①常色叶类有单色与复色两种情况。
前者叶片仅表现为某种单一的色彩。
以红、紫色（如红枫、红叶李、紫叶桃、紫叶小檗等）和黄色（如金叶雪松等）两类色为主。
后者是指同一叶片上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色彩，有些种类，如胡颓子、红背桂、银白杨等，叶片的背腹
两面颜色显著不同。
也有些种类，如金心大叶黄杨、变叶木、金心龙血树、洒金东瀛珊瑚等，在绿色叶片上有黄色的斑点
或条纹。
常色叶类植物所出现的特殊叶色，受植物遗传特性支配，不会因环境条件的影响或时间推移而改变。
　　②季节叶色类指植物的叶片在绿色的基础上，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出现的有显著差异的特殊颜色。
季节叶色多出现在春、秋两季。
在春、秋季，温度较低，叶片内养分含量少，叶绿素合成慢，类胡萝卜素及花青素较多，从而使叶片
主要变为红色与黄色或黄褐色。
春季新叶为红色的树种，如山麻秆、长蕊杜鹃、黄连木、臭椿、香椿等，通常称为春色叶树种。
但在南方温暖地区，一些常绿阔叶树的新叶，不限于在春季发生，而是任何季节叶均有颜色变化，也
归人春色叶类。
若在秋季落叶前，叶色发生显著变化者，如银杏、金钱松、悬铃木、黄栌、火炬树、枫香、乌桕等，
则称为秋色叶树种。
秋色叶树种以落叶阔叶树居多，颜色以黄褐色较普遍，其次为红色与金黄色，它们对园林景观的季相
变化起重要作用，受到各地园林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植物的季节叶色除主要为红、黄色外，在红、黄色之间，还存在许多过渡色类。
季节叶色开始出现的时间及其持续期长短，既因植物而异，也与气候条件，尤其是与温度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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