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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施园艺是我国农业领域一个重要的方面。
设施园艺产品如蔬菜、花卉、果品满足了人民对园艺产品不同时节的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设施园艺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加上园艺产品的附加值很高，从事设施
园艺生产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设施园艺业发展迅速，2000年设施园艺栽培面积达到了179万hm2，位居世
界首位。
以蔬菜设施栽培为主体的设施园艺业，设施栽培的作物已从蔬菜拓展到花卉、果树、中药材等高附加
值的经济作物，设施的功能也从冬季的保温、增温拓展到夏季的遮阳、降温和防雨、防虫。
设施园艺业已成为我国21世纪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繁荣农
村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随着设施园艺业的飞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不少农民不懂技术，管理措施不当，致使设
施内的园艺作物药害、病虫害、冻害（寒害）、高温危害、肥害、有害气体危害、土壤盐渍化等危害
层出不穷。
从而造成投资高，经济效益差，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这些问题大大制约了设施园艺栽培经济效益的发挥，阻碍了设施园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组织了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和周口市农业局及周口市部分
县、区农业局、河南省国有扶沟林场等单位的专家、技术员撰写了《设施园艺栽培新技术》一书。
书中总结、汇编了我们从事设施园艺栽培技术研究、示范、试验、推广工作中多年来遇到的问题、解
决方法、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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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施园艺栽培新技术》共分四章。
第一章重点介绍了园艺设施的种类、性能、结构和环境调控；第二、三、四章分别重点介绍设施果树
、蔬菜、花卉的栽培技术。
栽培技术重点突出“新、全、俗”的特点。
“新”是近几年栽培中发现的新问题和积累的新经验；“全”是栽培技术包括品种选择、建园定植、
初期管理、设施内管理（包括水、肥、土壤管理、花果管理、果实增色管理等）、采后撤膜管理、病
虫害防治等；“俗”在文字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让读者看得懂、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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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设施园艺栽培概述　　设施栽培又称为保护地栽培，指在不适宜露地园艺作物生长发育的
寒冷或炎热季节，利用保温防寒或降温防热设备，人为地创造适宜园艺作物生长发育的小气候条件而
进行园艺植物的生产，以期获得高产稳产的栽培方法。
它是现代化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第一节 设施园艺栽培的意义及特点　　一、园艺植物设施栽培概况　　（一）我国园艺产业发展
的历史　　我国园艺业开始起于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期。
考古证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已有了种植蔬菜的石制农具。
我国园艺花卉业的发展，比欧美诸国早600—800年，比印度、埃及、巴比伦王国以及古罗马帝国都早
。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园艺植物和栽培技艺的交流，最早当数汉武帝时（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
，张骞出使西域，他由丝绸之路给西亚和欧洲带去了中国的桃、梅、杏、茶、芥菜、萝卜、甜瓜、白
菜、百合等，大大丰富了那些地区园艺植物的种质资源；给中国带回了葡萄、无花果、苹果、石榴、
黄瓜、西瓜、芹菜等，丰富了我国园艺植物的种质资源。
以后海路也打通了交流的渠道。
公元6世纪至公元9世纪唐朝时，我国的园艺技术达到很高水平，许多技术世界领先，而且有造诣很深
的理论著作，如“本草拾遗”、“平泉草木记”等。
宋、明时期（公元960年至公元1644年），园艺学专著更多，如“荔枝谱”、“菊录”、“芍药谱”、
“菊谱”、“群芳谱”、“花镜”等。
　　（二）我国园艺设施栽培现状　　我国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能利用保护设施栽培多种蔬菜。
在唐代出现了温室栽培杜鹃花和利用天然温泉的热源进行瓜类栽培的记载，随后又创造了很多保护地
类型。
明、清时期采用简易的土温室进行牡丹和其他花卉的促成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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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施园艺栽培新技术》一书总结、汇编了从事设施园艺栽培技术研究、示范、试验、推广工作
中多年来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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