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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9B_AD_E6_c57_645060.htm 一、城市园林绿化科

技发展概况百考试题论坛 城市园林绿化科技事业，是随着城

市园林绿化建设的发展，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

刚成立时，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据1949

年统计，全国设市城市为136个，只有城市公园、绿地112处

，面积为2，961公顷。不少城市人民政府开始把原来仅供少

数人享乐的场所，改造为供广大人民群众游览、休息的园地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

发展计划，城市园林绿化也由恢复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建

设阶段。许多城市开始新建公园，加强苗圃建设，进行街道

绿化，并开展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以及居住区的绿化，

使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50年代后期，几个大城市的园

林科研机构开始设立，并逐步开展研究工作，不过力量还是

很薄弱的。同时，北京林学院利用比较雄厚的师资力量，结

合教学上的需要，也在开展城市园林绿化方面的科研活动

。1959年，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一些城市开展了园林绿化

重点工程建设。如北京市的园林部门集中力量，完成了十大

工程的绿化美化任务。其中栽植了近千株大油松，在非植树

季节栽植了一千多株大落叶乔木，铺草坪9万多平方米，种草

花26万多株。在这些工程中，大树移植、植物栽培、草皮引

种、园林施工等方面的技术，都有很大提高。科技的进步，

又促进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发展。至1959年底，全国城市

园林绿地总面积已发展到128，212公顷，其中公园509个，面



积16，581公顷。来源：考试大 但，处于起步阶段的园林绿化

科研工作，在三年困难时间，也处于停顿状态。而到“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受到了摧残。当时，科研机

构被撤销，科技人员被当成“臭老九”下放农村劳动。为全

国培养园林绿化高级技术人才的北京林学院园林系，随校搬

迁到遥远的云南，蒙受了重大损失。www.Ｅxamda.CoM考试

就到百考试题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城市园林

绿化科研工作逐步开始恢复，但当时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据1980年初对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11个城市的统计，

园林技术人员约占这些城市园林职工总数的2.8％，全国其他

地方多低于这个比例。当时12个园林科研所的科技人员共

有237人，其中不能独立承担研究课题的约占1/3；水平较高，

能组织指导研究工作的约占1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

园林绿化建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了适应形势发

展的需要，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的科研工作，国家城建总局园

林绿化局于1980年5月召开园林科研单位座谈会。到会的有北

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沈阳、南京、杭州、厦门、武汉

、广州、西安、昆明等12个城市的园林科研单位和城建、园

林局（处）的负责同志，有江苏、湖南省建委城建处和北京

林学院、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南京工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

以及中山植物园的同志，共30余人。来源：考试大 会议明确

了园林科研的方向和任务。认为园林科研工作是为城市园林

绿化建设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建设服务的，要坚持以应用科

学为主，应用科学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它的主要任务

是，研究园林风景建设的科学依据和客观规律，更好地解决



城市园林绿化及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经营管理问题，以

充分发挥园林绿地的功能作用，提高园林绿化水平，合理开

发利用风景资源。同时系统地总结研究我国园林建设的经验

，整理研究古典园林遗产，继承优良传统，吸收国外先进经

验，创造中国园林艺术新风格和理论，为“四化”建设作贡

献。 会议经过讨论，对城市园林绿化的科研课题，进行了分

工。提出按以下三种类型进行：一类是由各个城市提供经费

，组织研究的课题，如园林植物的引种驯化、选种、育种和

育苗技术的研究等；一类是由有关城市提供经费，按地区组

织协作或与相邻学科的科研和生产单位进行协作的课题，如

园林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园林绿化对环境保护作用的研究和

园林机具的研制等；一类是由国家提供补助经费，组织有关

单位进行研究的课题，如园林植物的区域性规划，中国园林

史的编写，风景资源的调查、评价，园林科技情报的研究等

。各地在选择科研课题时，应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

据需要与可能，着重解决园林生产、建设和管理工作中的关

键性问题，在2~3年内，要抓紧调查研究，把当地园林风景的

现状、历史、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及栽培品种等基本情况摸清

，制定树种规划，选定骨干树种和适宜本地的主要园林植物

种类。 会议提出，为适应我国园林风景事业发展的需要，应

该有一个全国性的园林科研机构和情报中心，有一个全国的

园林学会和刊物。在全国的情报中心尚未建立之前，经协商

，一致同意先建立以12个园林科研所为主的科技情报网，由

北京所牵头。情报网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国内外科技情报动态

，交流科技成果和科研工作经验。 此外，会议还就加强园林

科研所的建设和管理及科技人员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1980

年7月12日，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将此次座谈会的纪要发至各省

、市、自治区的城建部门，并通知各地参照执行，从而大大

促进了全国园林绿化科技工作的开展。 从1983年1月起，国家

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组织了全国性的技术政策论

证工作。1984年11月，上述三部委颁发了中国城乡建设技术

政策蓝皮书。在这本蓝皮书里的“城市建设技术政策要点”

中，第十一节为“大力发展城市绿化，建设城市公园”，对

城市园林绿化提出了以下技术政策，作为指导、监督、检查

城市园林绿化技术发展方向的基本政策依据： 要根据维持生

态平衡、改善环境质量、美化城市景观及方便群众游憩等多

种功能的需要，对城市绿地进行系统规划，合理布局。 要千

方百计地增加绿地面积，规划的绿地不得改作他用。现有绿

地不得侵占，侵占的要限期退出。规划的城市绿化覆盖率和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要力争在规划期内实现；城市的新建、扩

建、改造都要按指标规定建设足够的绿地。 调动国家、集体

和个人积极性，加快绿化建设。重点搞好街道、广场和居住

区的绿地，也要搞好工厂、机关、医院、学校、部队等单位

的环境绿化。要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种植、养护、管理水平

，发展以生物防治为主的园林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百

考试题论坛 大力植树、种草、栽花，积极发展各种地被植物

和攀缘植物，使一切可以绿化的地方尽快绿化起来，逐步做

到市区没有裸露的地面。 搞好园林植物规划和种苗生产规划

，加强引种育种工作，规定的苗圃面积要有保证，尽早基本

实现苗木本地自给。花草树木以乡土树种为主，引进外地树

种应经过试验，不要盲目推广。 继承、发展我国园林艺术的



优良传统，认真研究并吸取国外的先进的园林艺术成就；积

极发展以自然景观和植物造景为主体的、适应现代生活需要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园。 切实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和

艺术价值的古典园林。加强管理和控制游人量，建立古树名

木档案，并要加强养护管理。 相关推荐：论建筑设计收费与

设计内容和水平的关系（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