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十三】《园林植物有害生物控制》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园林植物有害生物控制

课程类别：专业选修课程

适用专业：园林技术专业

建议学时：72

建议开设学期：第三学期

1．课程概述

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园林植物有害生物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有害生

物的识别方法，并能根据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进行综合防治；具备从事园林植物

有害生物防治的基本职业能力，达到园林植物保护工（初级工）国家职业资格标

准的相关要求。

2．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①掌握园林植物昆虫的基本知识；

②掌握园林植物病害的基本知识；

③掌握园林绿地常见杂草的基本知识；

④掌握农药使用的基本知识；

⑤掌握园林植物主要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知识。

（2）能力目标

①能识别园林植物的主要昆虫种类；

②能识别园林植物的主要病害种类；

③能识别常见园田杂草；

④能安全使用农药；

⑤能进行园林植物主要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3）素质目标

①注意有害生物的危害；

②注意农药使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



③注意操作安全。

3．课程教学设计

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是：①昆虫的主要外部形态特征、昆虫繁殖、发育与习

性、昆虫的主要类群，②园林植物病害症状的主要类型、各类侵染性病害的症状

特点，③园林植物园田杂草种类，④农药的概念、分类与剂型、施用方法、稀释

和计算，⑤农药的合理使用、农药的毒性、环境污染与安全使用，⑥园林植物园

田杂草的人工除草、化学除草，⑦园林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原理、植物检疫、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

本课程包括园林植物有害生物识别、农药应用技术和园林植物综合防治技术

等专项能力，具体如下表：

序号
专项能

力

训练项

目

参考

课时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评价

1

园林植

物有害

生物识

别

园林植

物昆虫

识别

20

昆虫的主要外部形

态特征，昆虫繁殖、

发育与习性，昆虫

的主要类群。

了解昆虫纲的特点，掌握昆虫

头、胸、腹三体段的组成及其特

征，了解昆虫的繁殖方式，正确

识别昆虫的变态类型，掌握昆虫

各发育阶段的形态特征，了解昆

虫的时代、生活史及行为习惯。

正确识别主要的园林植物昆虫。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答问题。

园林植

物病害

识别

20

园林植物病害症状

的主要类型，各类

侵染性病害的症状

特点。

能识别园林植物病害的主要症

状类型，正确区别非侵染性病害

和侵染性病害，初步了解侵染性

病害的发生特点，正确识别园林

植物主要真菌病害的症状特点，

正确识别园林植物主要细菌病

害的症状特点，正确识别园林植

物病毒病害和线虫病害的症状

特点。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答问题，

作 品 考

核。

园林植 4 园林植物园田杂草 能识别园林植物园田杂草种类。



物园田

杂草识

别

种类

2
农药应

用技术

农药的

稀释与

计算

6

农药的概念、分类

与剂型，农药的施

用方法、稀释和计

算。

能正确采用农药的施用方法，能

准确稀释和计算农药的施用浓

度。

农药的

合理安

全使用

技术

4

农药的合理使用，

农药的毒性、环境

污染与安全使用。

能合理、安全使用农药。

3

园林植

物综合

防治技

术

园田杂

草防治

技术

6

园林植物园田杂草

的人工除草、化学

除草。

能正确制定园林植物园田杂草

防治方案，掌握园田杂草防治的

基本技能。

综合防

治技术
12

园林植物病虫害综

合防治原理，植物

检疫，农业防治，

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化学防治。

能进行园林植物病虫害综合防

治调查，能根据园林植物病虫害

发生规律采取正确的防治措施。

说明：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可采用讲授法、启发法、案例法、演示法、

示范法、现场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实操法等教学方法，亦可采用其他

教学方法。

4．训练项目设计

本课程训练项目应包括园林植物昆虫识别、园林植物病害识别、园林植物园

田杂草识别、农药的稀释与计算、农药的合理安全使用技术、园田杂草防治技术、

综合防治技术等基本操作，学校应根据园林行业产业特点和就业岗位需求，参照

下列训练项目示例合理设计训练项目。

（1）训练项目设计示例一：配制 1%等量式波尔多液

提供石灰水、硫酸铜、烧杯、量筒、天平、玻璃棒，蒸馏水等材料与物品，



训练要求：

①根据配制药液的量准确称取相等质量的生石灰和硫酸铜；

②两液法配制：把水分成两等份，盛入两个烧杯内，分别配制石灰水和硫酸

铜溶液，然后把两种溶液同时注入第三个烧杯中，边倒边搅拌；

③稀硫酸铜液注入浓石灰乳法：用 90%的水配制稀硫酸铜溶液，10%的水配

制生石灰，然后把稀硫酸铜溶液慢慢倒入浓石灰乳中，并迅速搅拌；

④检查配制出的波尔多液的质量。

（2）训练项目设计示例二：植物病原细菌的分离培养

提供漂白粉、次氯酸钠、培养基、鲜活植物病理标本、培养皿、接种环、恒

温箱等材料与物品，训练要求：

①材料处理：植物组织先用漂白粉溶液处理 3—5分钟，或次氯酸钠溶液处

理 2分钟，再用无菌水冲洗；

②制备细菌菌悬液：在灭菌培养皿中滴几滴无菌水，切取 4—5mm见方的病

组织，经表面消毒，无菌水冲洗 3次，放入水滴中，用灭菌玻璃棒将组织研碎，

静置 10—15分钟；

③划线分离：用接种环蘸取菌悬液在肉汁培养基上划线，分离；

④培养观察：标明时间和材料等，培养皿翻转置恒温箱中适温培养 24—48

小时，观察结果。

（3）训练项目设计示例三：常见农药剂型的使用

提供各种剂型农药、量筒、烧杯、天平及场地等，训练要求：

①用刻度吸管分别吸取一定液量的乳油、悬浮剂、微乳剂等液态剂型的农药，

加入不同的烧杯中，用量筒量取一定量的自来水，按标签所示倍数对农药进行稀

释；

②用天平分别称取一定量的可湿性粉剂、颗粒剂等固体剂型的农药，置入不

同的烧杯中，稀释方法同上；

③将配好的药液分别装入手持喷雾器中，对准室外杂草或墙面等进行喷雾操

作，以熟悉农药的使用方法；

④将烟剂携至室外空旷、无风的地方，将其点燃，观察发烟情况。

5．课程考核



为了全面考核学生对《园林植物保护》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建议采用过程

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方案。具体考核成绩评定办法如下：

（1）课程考核成绩组成：理论考核成绩（占 60%）和平时过程考核成绩（占

40%）；

（2）课程考核方法：平时过程考核内容包括学习态度（占 10%）、综合素质

（占 10%）、训练项目（占 70%）、平时提问（占 10%）；理论考核是对本期所学

内容进行综合考核，考核方法为笔试（旷课三次或缺课三分之一以上者不能参加

理论考核）。

具体考核项目及比例如下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比例

1 园林植物有害生物识别 40%

2 农药应用技术 10%

3 园林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 50%

6．其他必要说明

一是本课程标准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不断地完善与修订。

二是任课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单

元教学方案，教学课时可以根据教学周数浮动 10%左右。

三是本课程训练项目考核方案具体考核表格，任课教师可以设计更加详细、

易于实施的考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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