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植物采集实验报告 采集植物的心
得体会(大全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植物采集实验报告篇一

近年来，随着观赏植物的兴趣日益高涨，采集植物已成为了
一项热门的休闲活动。我有幸参与其中，并积累了一些关于
采集植物的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于采集
植物的认识和感悟，希望能够对其他采集爱好者提供一些参
考和启发。

首先，我发现采集植物是一项有益的活动。在寻找和采集植
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出室内的舒适区，走进大自然。这
样可以丰富我们的户外经验，增进对自然界的了解。与此同
时，采集植物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机会。不论是攀爬山坡还
是趟过溪水，都对我们的体力和协调能力有一定的要求。通
过采集植物，我们可以得到身心的双重享受。

其次，采集植物可以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和耐心。在大自然中，
植物的样貌千差万别，众多的品种和形态都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采集植物要求我们去细致观察，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
性和特点。因此，在采集植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提高我们
的观察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植物并非随随便便就
可以找到的，需要我们耐心等待和寻找。正是这种耐心和观
察力，使得采集植物成为了一项十分别致的活动。

再次，采集植物可以促进我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如今，世



界各地都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作
为采集植物的爱好者，我们有责任保护和维护自然界的生态
平衡。在采集植物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破坏植物的生长
环境，而是要注重保护和维护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此外，在
采集植物之后，我们还可以将其移植到我们的花园或者公园
中，为环境增添一抹绿色。

最后，我发现采集植物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创造力和审美观。
采集植物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行为，更是一种艺术的鉴赏。
通过学习和研究植物的外貌和特点，我们不仅可以提高我们
的审美水平，而且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将采集到的植物
运用于插花、造景或者干燥制作等领域，都能够展示我们的
创造力和审美观。

总之，采集植物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通过采集植物，
我们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锻炼身体，还能够培养
自己的观察力和耐心，增进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提高自己的
创造力和审美观。因此，我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采集植物的
行列中来，一同体验其中的乐趣和收获。

植物采集实验报告篇二

这次西南大旱，与当地水利设施被荒废、被破坏，和当地生
态环境被破坏，有着直接关系。在生态方面，在西南地区大
面积栽种桉树，作为造纸纸浆原料。这种树对生态环境破坏
极大。现将桉树的相关资料贴此，让大家了解。

种植桉树的危害：

1、桉树是“抽水机”

桉树是速生丰产林，对土壤的水分需求极大，大面积引种桉
树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保持水的能力很差，时间长了，土
地表面板结，还出现土地沙化现象。



2、桉树是“抽肥机”

桉树对土壤的肥料和养分需求极大，凡种植了桉树的，土地
肥力下降乃至枯竭，原始植被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肥料和养分
而受到严重破坏，引发土地退化，水土保持情况恶化，土地
贫瘠，到时再引种其他植物根本无法存活。土壤强度侵蚀比
例逐年升高，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增多。

3、桉树是“霸王树”

桉树对当地乡土的、原产、原生的物种有极大的抑制性。它
生长了，其他物种就不能生长，而且会慢慢地退缩，最后造
成桉树林都是地表光秃秃的，地被上没有草、灌木（如家乡
俗称的当泥树、牛奶根、鸡屎藤、金银花等），也没有小乔
木及各种中草药材等。其他物种不能和它一起生存。原生物
种衰减、退化，植物种类极为单一，无法给大多数动物提供
食物或适宜的栖息环境，林中动物十分稀少甚至绝迹，生物
多样性水平极低，生物食物链断裂，生态十分脆弱，缺少天
敌对虫害进行控制，很易感染虫灾，造成大面积损害，砍伐
天然林种植大片树木种类单一、树龄相近且十分密集的人工
林，会导致“绿色沙漠”；干燥且易形成火灾；还会导致小
气候变化等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将遭受颠覆性的破坏，且
难以恢复。而且不一定在两三年内显现出来。

在开展巨桉树种植时，不能成片地、不加区别地砍荒、烧山，
将原来的本土物种，无论珍稀与否，一并砍掉！天然林、原
始林、天然次生林坚决不能砍！常耕地和基本农田坚决不能
用于种植巨桉树。应该加大对原有物种的保护，严禁砍伐天
然林和原始林。

由于巨桉是速生树种，见效快，每亩巨桉每年生物量可达到2
吨左右，6年一个轮伐期，平均每亩每个轮伐期生物量可达12
吨左右，按目前一般市价520元/吨计算，6年每亩巨桉总收入
可达6500元左右，每亩巨桉年纯收入在1000元以上。投资者



只要种上了巨桉树，不投入任何成本和劳动，6年以后就有可
喜的经济收益。因此，投资者视巨桉树为“绿色银行”，不
要干把自己卖了还替别人数钱的事。

现在是科技信息时代，敬请村民乡亲们多了解种植桉树的危
害信息，不要为了一点小钱，就签字答应种植，给下一代子
孙带来灾害，到时后悔莫及！！30年前从分田到户以来，我
们也没出租转卖山林给种植桉树，村里一年一小变，十年一
大变，村民乡亲们现在生活也一样的安康和乐！

如果给种植桉树，桉树作为“抽水机”的危害：许多地区种
上巨桉树之后，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就慢慢枯竭了。原来吃
山泉水--“土自来水”的村民喝不成“土自来水”了，只能
靠打井取水，而且要打到50到80米以上才能见水。巨桉林造
成的旱情一年比一年严重。相信西南大旱大家也知
道，10-20-30年后西南大旱就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如果真的
发生了，我们下半辈子与子孙后代喝水就问题了，如果真的
桉树施用的化工产品毒性强、毒效长，桉树气体有刺激和毒
害作用据说种植桉树时将施用某些毒性强、毒效长的化工产
品，该产品一旦施加在土地里，将很难清除干净，对水质污
染极大，人畜饮用后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另外，桉树发
出的气味对人体有刺激和毒害作用，将威胁当地人民的身体
健康。我们就成了后代子孙罪人了，村民乡亲们我们要吸取
西南的教训。不要像云南，贵州等地区一样，在引进外资，
砍荒造林，发展巨桉木材生产、加工产业时，要在引进外资
时注意对本地生态的保护，留给子孙后代一个良好的环境！
要拒绝带血的gdp！要拒绝断子绝孙的gdp！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换来的gdp，我们更加要拒绝！

植物采集实验报告篇三

20xx年8月18日至8月20日，我有幸参加了天津市种植业技术
推广骨干培训班。本次培训选题精心、内容充实，各位老师



的讲解也很精彩，使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对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玉米高产栽培管理关键技术、小麦栽培管理技术、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与配方施肥、蔬菜生产常见问题诊断与解决对策等
知识有了充分的了解，让我开阔了视野、进一步丰富了理论
知识，真是受益匪浅、收获多多、感触颇深。

一是收获大。经过系统学习，获取了多方面的知识，学到了
很多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方法，提高了理论水平，增强了理
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大局眼光和战略思维，
增强了党性修养。

二是学风正。在学习过程中，本人始终以积极饱满的热情，
严谨求实的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解决工作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认真做好读书笔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是改善了理论知识结构。授课的老师都是学术造诣较深、
在农技系统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他们全面系统地讲解了
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信息化服务、现代农业推广的理论与实
践等，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使我们的理论基础、
实践知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并增强了我们对学习重要性和迫
切性的认识，提高了个人素质。

二是加强了学习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此次培训，
使我认识到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会，是电子化、网络化、数
字化社会，其知识更新、知识日益加快。要适应和跟上现代
社会的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进
步。

植物采集实验报告篇四

自高中迷上生物学，虽然懊恼自己因偏科不能近二本学校的
生命科学院，不能身着白褂研究前沿科学。但是进入我校生
物教育专业后我亦觉得老天待我还不错，我的心愿也不算落
空，所以一直虔诚的学习着。



学校的设备有限，也空有我一腔激情，最后实验大多被局限
了，也没有些许成果可言。于是就更注重其他不需要精密仪
器的专业知识。不能自己搞科研，就时刻关心科研动态，也
不枉自己的专业修为，不是个科学家，也修个皮囊装装样子。

高考假期在家无事，我一直关注cctv7的《农广天地》和《科
技苑》，每天早早把菜摘好，才能在饭点前不受打扰的守着
电视。也不求甚解每有创意新型农业典型就记下。我想总有
一日能用上，我那“生态农场”借鉴这些可不是很好。就用
这一点一滴的农业技术典型堆砌真我的“生态农场”。

《食用菌栽培技术》只是大三的选修课，且这期不知何如竟
没有开设相应的实验课，学校附近也没可供实习的基地，所
以一开始我也想其他同学一般，并不重视，上课或看公招书
或看自己的散文小诗歌甚至补补晚上失眠的空缺，在我看来
这课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总之，没怎么放在心上。

国庆回家见习，每天跑上跑下，非常充实，我终于又找到了
从前忙碌的快乐，每天追着老师听课，请教他们的教学经验，
努力备课，只为把第一次讲课做的精细再精细一点。见习的
那几天，天气很闷热，透着灰蒙蒙呢的光，但是那几天我的
心里是亮堂的，抬头时笑容似乎都能对应的云团驱散。我惊
喜每个老师夸奖，惊喜教过的孩子们的问好，我想要就是这
种充满挑战的忙碌的日子，这种每天肾上腺素会忽然急速上
升的感觉，才让我觉自己是也活生生的人。

回学校，首先必须经过晕车的洗礼，那可不比一场感冒对我
的伤害小，然而我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和身体一起跌进冰窖，
我不能以身体的虚弱为借口不认真学习，我也厌倦了日无所
获得日子，我还想把见习时的亢奋状态延续下去。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要怎样来对待我的课业，还是每天只带
个躯体去课堂上跑龙套吗？那我回学校干嘛，还不如在中学
教生物，心情好愿意去做好每一件事，那收获可不比在学校



少，至少我的教法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已在学校的事实是
不能改变的，那就改变自己的心境吧，好好歹歹每天都会过
去，何不好好听课，学点东西，那样自己才算充分利用为时
不多的在校时间，也免得日后遗憾。

我每天除了了带公招书和散文诗类，也还是好好的带上教科
书，一本杂记本，方便在有新知识点时及时记下，好记性不
如烂笔头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而在众多的选修课中，除了因爱好植物喜欢《园林花卉学》，
《食用菌栽培技术》就是最喜欢的了，且不谈学到了什么技
术，就食用菌一些基本情况介绍就已经很吸引我，因为我本
来就很喜欢吃蘑菇或者说食用菌。我认为那是更能让我“清
心寡欲”的食物，没有血腥和杀戮，也不似有些青菜一般味
同嚼蜡，却又能满足人体所学的各种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需要，
而且或脆爽或绵柔。总之，我对其爱不释手，东坡《于潜僧
绿筠轩》中有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说“食
可无肉，尚需有菌”。

我确乎是一个感性的人，是个唯心主义者，对于《食用菌栽
培技术》的学习方法我也什么成系统的学习方法，但我知道
积极汲取有利于自己的“营养”。

在《食用菌栽培技术》的课堂里，我了解到平时不知的食用
菌常见病虫害，以及防治方式。不仅用“未来菌农”的身份
要求自己注重防治方法技术，也加强了作为消费者对食用菌
的安全问题的重视。学会了辨识食用菌的优劣好坏，当然也
学会了不少挑选低毒少药的食用菌的方法。

因为没有实际操作，所以我的一切知识仅限于理论基础，即
便如此，我也觉得收获颇多，还遐想万千。我知道不常见的
鲜色的野生蘑菇都得谨慎对待，也知道它们的致病原理，所
以这对喜欢野外探寻的我，无疑是好事，至少我不会误食这
些毒蘑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而这些大多



生活在了无人烟的地方的毒蘑菇们，它们无疑也是生物界的
瑰宝，更是引起我的发现欲求知欲。

佛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这些毒蘑菇之所以魔的形象
示人，是因为人类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事物总是相生相
克，人类不能使其为自己服务，所以这些精灵只得高举自己
的武器予以自我防护。

比如粪锈菌，现在是怀疑有毒，有人吃了内化为自身物资，
有人吃暴毙而亡，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人密码决定着
它是天使还是魔鬼？答案现在还不为人知，但一定就存在与
人们的机体里，现在的我没有条件做研究，但我想我这些思
考会是有得以验证的一天，不久的将来会有有足够知识有良
好条件的科学家来解决这些问题。

面多众多的食用菌栽培基质，我也有自己的选择。目前最重
要的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我是不赞成传统的香菇生产方式
的用大量的原木生产香菇。现代食用菌栽培技术原料取材广
泛，常用的有作物秸秆、果壳、蔗渣、木枝、木屑和畜禽粪
便等。从理论上说，凡是纤维素或木质素含量较高，并且不
含有毒副产物或抑制真菌生长物质的植物材料，都可以作为
食用菌栽培的原料。

某些地区发展桑蚕业，就可利用桑秆和蚕沙等副产品（废弃
物），作为食用菌栽培的良好材料。此外，板栗、油茶及核
桃等桂西北地区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副产物，也可以作
为食用菌生产的替代原料，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实现资源
最大化利用。

再说说我对灵芝盆栽的思考，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项目我不
禁眼前一亮。一直以来我只想过用植物作盆景。比如一些景
天科多肉植物，稍加修饰，配以不同的花盆、碎石块、小玩
偶营造不同的意境就可得到赏心悦目的效果。灵芝本为食用
佳品，生活中不常见，虽见过也因从前不了解栽培方法，所



以从未思考过。

老师的提点是，直接把灵芝菌体脱水，再配以花盆固定，附
上一些基质或者塑料的“土壤”不仅可以以假乱真，还可以
长期保存，更具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就可以促进消费者
的购买欲。

而生活不能没有绿色，想我一样的小清新小文艺大有人在，
既然有人在为高端消费制造“灵芝盆景”我何不为普通大众
打造一款“灵芝意境”，正好满足文艺青年们的精神需求。

生态农场是我的梦想，但现在因为《食用菌栽培技术》的启
发，再一次添砖加瓦，那一天这可无意间落到心上的柳条儿，
定会依依舞动与繁花相映成趣！

植物采集实验报告篇五

野外采集植物是一项既有趣又能够增进对自然的了解的活动。
我曾有幸参与了一次植物采集的经历，这让我更深刻地认识
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植物的多样性。在这次采集中，我体会
到了植物的美丽和魅力，也学到了一些有关植物的知识和技
巧。下面我将就我的采集经历和体会展开叙述。

首先，采集植物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在进行采集之
前，我先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了解了野外植物采集的禁区
和限制。我选择了一个风景秀丽、生态环境较好的森林公园
作为采集地点。我还了解了一些有关植物生长的信息，比如
它们喜欢的土壤类型和适宜生活的环境条件。在掌握了这些
信息后，我在一个阳光明媚、气温适宜的日子前往采集地点。

其次，采集植物需要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在采集植物时，
我用到了一些常见的采集工具，比如花剪和小型锄头。采集
还需要根据植物的特点和生长状态选择合适的采集方法。例
如，对于一些高大的植物，我需要使用梯子或者长柄工具来



采摘它们；对于一些细小的植物，我则需要用放大镜来观察
和识别。正确使用工具和方法能够保证采集高效而又安全。

然后，采集植物需要注意保存和记录。在采集到植物后，我
会将其放入透明的塑料袋中，避免物理损伤和水分散失。对
于一些特殊的植物，我还会添加一些潮湿的棉花以保证其保
存的湿度。同时，我会在植物上做上标记，记录下采集时间、
地点以及一些植物的特征。这些记录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
也有助于对植物的深入了解和研究。

最后，采集植物需要尊重并保护自然环境。在采集过程中，
我会采取轻柔的动作，小心地剪下植物的一部分，留下足够
的生长空间。我尽量不破坏植物周围的环境和生态平衡，也
不将采集物过量带走。除此之外，我还要保持环境的整洁，
不随意丢弃垃圾。通过这样的行动，我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
人关注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总结起来，野外采集植物是一项有趣而又挑战性的活动。通
过采集植物，我不仅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力量，还可
以学到很多与植物相关的知识和技巧。然而，在进行采集时，
我们也要时刻保持谦逊和敬畏之心，不盲目妄为。通过正确
的方法和态度，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和保护自然，与大自
然和谐共存。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尊重自然，保护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