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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应用 RS、 GIS 技术建立校园绿化管理信
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GIS）是进行景观空间分析、
模拟的最有效技术手段，遥感 （RS）能快速而准
确的提取景观空间信息。 随着校园绿化面积的不断
增大，植物种类的日益繁多，将 RS 和 GIS 与景观
空间格局分析指数相结合，是校园信息化和现代化
的一项智能管理系统。 可以科学地进行统筹管理和
优化资源配置，为改善校园环境质量提供依据，更
好地提升校园环境绿化形象。

该系统建成后对校园绿化决策依据上的薄弱环

节，包括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景观效果、 绿化功
能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综合评价。 同时在绿化管养
检查验收、 日常养护、 绿地占用、 绿化工程、 办公
自动化等方面提供规范化、 可视化的动态实时管
理。 系统采用矢量化地图，可进行各种基于 GIS 的
操作，以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监测校园绿化现
状，模拟发展方向，提高校园绿化的生产力水平。

二、 注重绿化灌溉新技术的应用
校园绿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分因

子，尤其对干旱地区的绿化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传统的浇灌方法是人工持管随意流淌，这样既浪费
了水源又容易造成土壤有机养分淋溶硬化，利用率
降低。 随着新产品、 新技术的不断运用，对提高绿
化管护水平将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1. 微灌技术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已经取得了
广泛共识，包括自动喷灌控制器、 压力调节器、 雨
量传感器、 滴灌管、 滴灌带等自动和手动配套设
备，不仅具有省水、 节能、 适应性强等特点，同时
可兼施肥，将显著提高绿化带的养护质量和效率，
也将在控制养护成本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滴灌是将水流增压过滤，再经过管道、 管
件和滴头减压后变成无压水，以点滴方式均匀而缓
慢地滴在植物根部附近土壤中的一种节水灌溉方

式，适用范围广，可减少病虫害，节省化肥农药，

有效控制杂草生长。 它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水、
肥、 气、 热以及微生物活动的有利条件。

3. 保水剂、 苗木渗灌袋等绿化新材料的开发
应用。 保水剂是一种超强吸水树脂，是新型的有机
高分子化合物，在树木移植时使用保水剂相当于在
树木下面建了一个 “小水库”，可提高绿化成活
率。 苗木渗灌袋是将树木灵活包围，在一段时间内
自行将大量的水缓慢地对树木进行浇灌，已显现出
其出色的吸水、 保水抗旱能力，是一种少灌、 勤
灌、 慢灌的树木浇灌设备。

三、 强化绿化部门内部管理
众所周知，“三分营造，七分管护”是多年来

园林绿化的经验总结。 如果绿化工作管理不善，不
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现有的绿化成果也将

付之东流。 通过长期的实践，我们认为在现实工作
中应大力倡导 “两分营造，八分管护”的绿化养
护管理理念，切实将各项养护措施落实到位。

1. 完善制度，落实责任
规范管理既要依赖于健全的规章制度，更要依

靠管理人员日常的监督、 检查和落实，及时发现和
处理绿化工作中出现的管理与技术问题。 作为绿化
管理人员应考虑季节、 土壤质地、 环境等因素，摸
清植物生长规律，编制养护工作计划，制定一年中
的工作月历。 科学划分养护片区，将管理对象逐一
分解、 量化为具体的数字、 程序和责任，使每一项
工作内容都能看得见、 摸得着、 说得准，使每一个
问题都有专人负责，落实责任。 通过计划的制定和
执行，促使各项养护工作按季节有序开展。

2. 加强绿化精品修剪，提高绿化观赏价值
整形修剪是绿化养护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不同树种的技术要点、 修剪流程、 安全修剪等方
面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结合不同树种的观赏性及
生物学特性，合理修剪。

（1）准确掌握适宜树木修剪的时间，及时开
展修剪工作。 修剪一般分为休眠期和生长期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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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期主要是进行疏枝和短截，应在早春树液刚开
始流动，芽即将萌动时进行。 生长期主要是为了调
节营养生长，通常采取摘心、 抹芽、 疏花、 疏果、
剪除长枝等技术手段。 对常绿树应尽量避免强剪，
尤其是在冬季，强剪后会长期不发新芽而引起枯
枝。 对一年多次抽梢，多次开花的灌木月季等，在
休眠期对当年生枝条进行短剪或回缩强枝。 生长期
可多次修剪，开花后在新梢饱满芽处短剪。 剪口芽
很快萌发抽梢，形成花蕾开花，花谢后再剪，如此
重复。

（2）认真了解植物生物学特性，结合其特点
进行修剪。 对春季开花的如连翘、 榆叶梅、 碧桃、
迎春、 牡丹等灌木应在花残后叶芽开始膨大尚未萌
发时进行修剪。 修剪部位依植物种类不同而有所不
同，连翘、 榆叶梅、 碧桃、 迎春等可在开花枝条基
部留 2 － 4 个饱满芽进行短截，牡丹则仅将残花剪
除即可。 对于花芽着生在多年生枝上的这类灌木如
紫荆、 贴梗海棠等，修剪量应较小，在早春先将枝
条前端枯干部分剪除，在生长季节可进行摘心，使
营养集中于多年生枝干上。 绿篱以自然式修剪为
主，每年最好 3 ～ 5 次，顶面与侧面兼顾。 对有主
干轴的树种如杨树等，修剪时注意保留顶梢。

（3）在修剪过程中要彻底去除枯枝、 病虫枝、
干杈、 弱枝。 定期组织专人进行巡查，及时排除树
木安全隐患，调节枝条密度，增强通风透光，合理
促进树木更新复壮。

（4）熟练掌握新型修剪工具的安装、 技术要
领、 注意事项及安全操作，在实践中大力推广并正
确使用新型修剪工具，不但省时、 省工且工作效率
至少提高三倍以上。

3. 合理施肥，提高苗木生长质量
因树木根群分布广，吸收养料和水分全在须根

部位，所以施肥要在根部的四周，不要靠近树干。
林木生长发育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多种营养元素。 氮
肥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较强，所以浅施渗透到根系分
布层内，被树木吸收；钾肥的移动性较差，磷肥的
移动性更差，应深施至根系分布最多处。 春季是花
卉灌木的生长旺盛期，要做到氮、 磷、 钾肥的合理
配施。 花卉施肥极为讲究，施得过多，枝叶徒长；
缺肥，则枝条细弱，叶色变黄，易受病虫危害。 所
以花卉需要及时追施肥料，其追肥方式多种多样，
但不同的方法各有利弊，应根据花卉生长的不同情
况，合理选用。

4. 抓好病虫害防治，巩固校园绿化成果
近年来，校园绿化建设呈快速增长态势，伴随

着单一树种人工造林面积的不断增加、 天气干旱、
冬季偏暖等诸多因素，使害虫越冬死亡率低。 病虫
害已成为校园绿化、 美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
一，若不能及时、 准确地掌握虫情和检测，防治难
度不仅加大，而且严重危害校园的绿化成果。

一是加强植保意识，改变以往单纯灭病虫为目
的的防治策略，将病虫害防治贯穿于绿化养护工作
的全过程。

二是坚持搞生态园林，以生态理论为基础，增
强植物自然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将有害生物控制在
生态和经济效益允许的水平上。

三是在农药使用上要根据具体的环境条件，做
到科学、 合理、 安全。 大力提倡使用高效低毒或生
物农药，为避免产生抗性，建议不同类型的农药交
替使用。

四、 加大资金投入，保证绿化需要。
加大资金投入是提高绿化质量的重要基础。 校

园绿化是公共事业，其产品是一种不能进入市场而
只能服务于广大师生的特殊 “商品”，因而必须提
高成本意识。 在经费落实上应采取 “以学校为主，
争取行业职能部门补助为辅”的投入原则和 “谁
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合理提取绿化资金。 同时，加强对绿化资金的管
理，打造多渠道融资机制，提高绿化资金的使用效
率，提升校园绿化档次和水平。

五、 大力宣传引导，使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与
加强校园绿化管护的公众参与力度，充分利用

学校校园网、 宣传栏等宣传阵地，使师生对校园绿
化建设和管护享有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增强
师生自觉参与建设校园绿化与自我约束意识。 多渠
道开展丰富多彩的 “植绿、 护绿、 爱绿”活动，
及时报道活动进展、 涌现的典型事例、 感人事迹
等，激发广大师生的参与热情，营造爱护环境、 保
护环境、 建设环境、 促进管护的良好氛围。 同时曝
光损害树木、 破坏绿化的反面事例。 通过互相监督
和制约，树立起正确的管养理念，确保校园绿化景
观的优美。

绿色，是校园的生命之源，绿化是一项有生命
的校园基础设施。 营造环境优美、 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校园环境，能让广大师生更加贴近绿色，回归
自然，生活得更舒适、 更幸福。 这是广大校园绿化
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为环境育人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　兰天学生公寓管理中心
（责编：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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