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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和总结园林生态综合实验课程现状及改革方向，针对国家林业局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系

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长期定位观测样地及实时监测数据，开展野外样地调查、土壤和植物样品的

采集，并配合实验室分析操作和“3S”技术，使学生掌握园林生态学常用的调查方法和试验技术，

为学生创造一个综合性、系统性、连续性的实验和研究平台，培养学生在园林绿化及生态建设中的

调查和实验能力，为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生产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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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高等农业教育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

环节，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是对课堂教学

内容的拓展和延伸［1］，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

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2］。它对

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培养实践技能和提高创

新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这就为

新时代园林生态相关专业培养人才指明了新的方

向。因此，必须适时更新实验实训内容，优化实验

实训教学体系［4］，才能适应新时代下高校对人才培

养的需求。
园林生态综合实验是我校园林专业本科生一门必

修课，是在学生学习了“生态学”“树木学”“植物

生理学”“土壤学”等课程之后的一门综合性较强的

实验课。其教学内容包括园林植物、土壤、动物、大

气等方面基础知识及其相关研究方法和技术，是培养

学生科研兴趣、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课程。

1 园林生态综合实验现状

园林生态综合实验主 要 学 习 与 园 林、城 市 森

林、绿地生态有关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包括: ①城

市森林土壤结构、理化性质及养分状况评价。②园

林植被组成调查。③环境因子时间及空间变异格

局。④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在城市、园林生

态中的应用。
由于条件所限，原有园林生态综合实验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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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公园和生态片林等处进行，试验场地具有随

意性和破碎性，造成不同年级同学调查结果难以对

比、缺乏现代化大型野外仪器使用、各项实验内容

之间联系不紧密等问题。为此，园林生态综合实验

改革势在必行。

2 园林生态综合实验改革

2． 1 实验基地建设

2013 年 10 月，我校和上海市林业总站联合申报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 以下

简称“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 。2013 年 12 月，国家

林业局科技司组织专家论证会，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

通过专家论证，并得到国家林业局同意建设批复。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于 2016 年 11 月开始运行，

由我校负责运行维护。它是我国第一个特大型城市

定位观测站，其三个观测点分别位于上海市中山公

园、金海湿地公园和崇明岛片林，形成中心城区、
近郊和远郊城乡梯度观测，并建有长期固定观测样

地 12 块，各种观测仪器设备近 1000 万元。生态站

观测仪器均为国家林业局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网

络中心认证产品，观测方法一流，对不同城市化梯

度的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着水文、气象、土壤和植被

的多指标观测。
2． 2 实验内容改革

以“国家林业局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的中心

城区 ( 中山公园) 、近郊 ( 金海湿地公园) 和远郊

( 崇明岛) 的城乡梯度上的观测站点为基地，开展

以下各项实验内容:

( 1) 针对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固定样地开展 18
个土壤理化性质测定及大样地调查，组合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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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综合性实验。通过对样地现场的调研、记录、
取样，结合实验室分析的试验结果，对该样地的土

壤、植被状况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
( 2)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可实现大气污染指标

( PM2． 5、PM10、SO2、NOX、CO、O3 ) 、负离子浓

度及气象因子 ( 温度、湿度、大气压、总辐射、光

和有效辐射、紫外辐射、风速、风向、降雨量) 等

观测数据自动监测，所有指标每 5 分钟自动记录一

次，利用连续观测数据，评价城乡梯度上不同植物

群落内大气、土壤等环境因子的变异格局。
( 3) 收集园林生态系统相关因子，应用 3S 技

术和空间分析技术，对园林生态系统及其生态效益

等进行综合评价。在对历史现状进行总结分析的基

础上，对未来的土地利用情景进行分析预测，为调

整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规划与管理土地资源指明

方向。
( 4) 积累历年学生实验数据，形成可比较的实

验教学成果，分析时间尺度上植物群落和环境因子

变化格局，形成基于教学实验的科研成果。
( 5) 构建系统数据获取、处理和表现方式，提

升学生论文撰写能力。通过课程论文的训练，掌握

科技论文的规范格式和写作方法，最后用学报中的

自然科学论文格式表达上述结果，作为课程论文。
改革后的园林生态综合实验可实现数据处理模

式化、智能化和展示性，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知识

的主动性; 通过课程论文，解释各个观测数据的相

关性，充分发挥学生创新思维; 全面掌握和体验现

代城市生态园林仪器设备和实验场所，提升学生实

际工作能力。
2． 3 实验创新

在目前城市化和生态城市建设的形势下， “都

市圈”“城市群”园林和环境问题已是园林生态学

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园林生态学不单是城区公

园生物、土壤、水体、人为活动的问题，也不是单

项观测能够认识的问题。依托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

系统开展城乡梯度上园林生态学实验，可以拓宽园林

生态学教学内容，扩大学生园林生态学视野。
将教学实验与长期定位观测相结合，形成基于长

期定位观测站的实验教学平台。以长期定位观测站为

平台，提升课程实验场地的系统性，实验方法和实验

仪器的先进性，增强实验内容和实验方法实战性。
将教学实验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形成基于实验

教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激发学生参与科

学研究兴趣，鼓励学生将观测结果写成研究论文正

式发表; 同时，不同年级学生观测结果具有 连 续

性，展示实验内容时间尺度上变化格局，形成基于

实验教学的科学研究成果。

3 改革效果

3． 1 提升学生野外实验和独立工作能力

通过实验，学生较好的掌握城市森林和园林生

态学常用的基本调查方法和实验技术，并将其应用

到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植物管理中，培养学生在园

林和城市绿化生态建设中的动手能力，为以后进行

科学研究、生产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3． 2 掌握先进仪器使用方法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于 2016 年开始运行，截至

目前已正常运行超过 1 年时间，拥有土壤蒸渗系统、
大口径闪烁仪、大气颗粒物及气体污染物检测系

统、林内林外气象站等设备，通过现场操作 和 参

观，使学生能够系统了解现代先进环境类实验仪

器，提升学生仪器操作能力。
3． 3 提升学生科研兴趣

上海交通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培养从事本专业

的研究人员是其重要使命。通过基于定位观测站的

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科研兴趣，为未来参与科学研

究打下基础。
3． 4 提升学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野外实践、实验室操作、案例分析等不同

授课方法，使学生不仅学习到园林生态学的基本原

理和过程，更能够增加课堂的体验感，树立可持续

发展、创造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自然唯物主义

精神，以及保护自然生态、自觉低碳生活的使命感。

4 结 语

园林生态综合实验的改革符合我国城市化发展

对园林专业的需求，基于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站，构

建设施完善、仪器先进、观测实验方法先进的园林

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环境科学教学实验平台，充

分发挥其对园林专业本科生在实验课程中的作用，

提高园林生态综合实验课程质量，培养学生科学兴

趣，提高学生实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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