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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管理

●李雪丽　刘怀兵　穆　川　杜少博　李如刚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园林绿化工程在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土壤作为植物生长的基础,其质量和肥力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状况及园林景观的维护成本.本

文旨在探讨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管理策略,分析城市园林绿化土壤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

出有效的土壤改良方法和科学的植物营养管理方案.研究涵盖了砂壤、黏壤及酸碱土壤的改良技术,以及针

对不同植物种类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进行精准施肥的原则与方法.通过案例分析,展示土壤改良与植物

营养管理在实际应用中的成效,并展望了智能化、精准化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园林绿化工程的土壤优化和植

物健康生长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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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市化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城市微气候、净化空

气、提供休闲空间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

着城市扩张和土地资源的紧张，园林绿化工程面临着土壤质

量下降、植物生长受限等挑战。 土壤污染、酸碱失衡、肥

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植物的健康生长和园林景观的可持续发

展。 因此，开展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管理研究，提升土壤

质量和植物营养水平，对于保障园林绿化工程的长期效益具

有重要意义。

城市园林绿化土壤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区域性差异导致的土壤问题。 城市园林土壤的形成

受到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包括气候、地形、母质、

时间(年龄)以及人们的耕垦、施肥和灌溉等活动。 这些因

素导致城市园林土壤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例

如，一些地区的土壤可能偏碱性，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偏酸

性；有些地区的土壤质地疏松，而另一些地区的土壤则可能

过于黏重。 这种区域性差异使得园林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难

以适应，从而影响其成活率和生长发育。

(２)盐、碱、酸、黏等土壤障碍因素。 城市园林绿化土

壤中常常存在盐、碱、酸、黏等障碍因素。 盐渍化土壤会

导致植物体内水分外渗，造成植物生理干旱甚至凋零。 碱

化土壤会破坏土壤的团粒结构，使土壤变得板结，不利于植

物根系的生长。 酸化土壤则可能使土壤中的养分有效性降

低，影响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黏重土壤则可能导致土

壤通气不良，影响植物根系的呼吸作用。 这些因素都会制

约园林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３)污染物对土壤的影响。 城市园林绿化土壤还常常受

到各种污染物的侵害。 这些污染物可能来源于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农药化肥残留以及建筑垃圾等。 重金属、有机

污染物和化学肥料等污染物在土壤中积累，会对植物的生长

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重金属污染可能导致植物体内重

金属含量超标，影响植物的品质和安全性。 有机污染物则

可能抑制植物的生长和发育，甚至导致植物凋零。 此外，

这些污染物还可能通过食物链传递，对人们的健康构成潜在

威胁。

土壤改良方法与技术

(一)砂壤改良方法

砂壤土壤质地疏松，通气性好，但保水能力和肥力较

差。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改良方法：(１)添加有机

肥料和腐殖酸。 有机肥料和腐殖酸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保水能力和肥力。 同时，有

机肥中的微生物活动还可以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和转化，为

植物提供充足的养分。 (２)深松土壤：通过深松土壤，可以

打破土壤板结，增加土壤深度，提高土壤通气性和保水能

力。 这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和扩展，提高植物的抗逆性

和产量。

(二)黏壤改良方法

黏壤土壤质地黏重，通气性和排水性较差，不利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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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的生长。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改良方法：(１)

添加粗沙、细沙和有机肥料。 通过向黏壤中添加粗沙或细

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增加土壤通气性和排水性。 同

时，添加有机肥料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土壤团粒

结构的形成，进一步改善土壤通气性和保水能力。 (２)深翻

土壤。 定期深翻土壤可以打破土壤板结，促进土壤熟化，

提高土壤肥力。 同时，深翻还可以将土壤表层的养分和微

生物带入深层，促进土壤养分的均衡分布。

(三)酸碱土壤调整方法

对于酸碱度不适宜的土壤，可以采取添加石灰或硫酸铁

等控制酸碱度的方法，使土壤 pH 值维持在适宜范围内。

具体方法如下：(１)酸性土壤调整。 对于酸性土壤，可以添

加适量的石灰来中和酸性物质，提高土壤pH 值。 同时，石

灰还可以为土壤提供钙、镁等营养元素，促进植物的生长。

但需要注意的是，石灰的使用量不宜过大，否则会对植物造

成伤害。 (２)碱性土壤调整：对于碱性土壤，可以添加适量

的硫酸铁等酸性物质来降低土壤pH 值。 同时，还可以通

过施用有机肥等方法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四)其他改良技术

除了上述针对特定土壤类型的改良方法外，还可以采用

生物修复、化学修复和物理修复等方法来改良土壤。 以下

是对这些方法的介绍与对比：(１)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是利

用微生物、植物或动物等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清除或降低土

壤中污染物浓度的方法。 这种方法具有成本低、效果好、

无二次污染等优点，但修复周期较长。 (２)化学修复。 化

学修复是通过向土壤中添加化学试剂来清除或降低土壤中污

染物浓度的方法。 这种方法具有修复速度快、效果显著等

优点，但可能会产生二次污染，且成本较高。 (３)物理修

复。 物理修复是利用物理方法如客土法、电热修复法等来

清除或降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的方法。 这种方法具有针对

性强、修复效果确切等优点，但适用范围有限，且成本

较高。

综上所述，针对城市园林绿化土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可以采取相应的改良方法与技术来提高土壤质量。 在选择

改良方法时，需要根据土壤的具体情况和植物的生长需求进

行综合考虑，以达到最佳的改良效果。

植物营养管理

植物营养管理是园林绿化工程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

到植物的生长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园林景观的观赏价值。

以下是对植物营养管理的详细探讨，包括植物营养需求分

析、施肥原则与方法，以及植物病虫害防治与营养管理的

关系。

(一)植物营养需求分析

不同植物种类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各不相同。 了

解植物的营养需求是进行施肥管理的前提。 (１)植物种类差

异：不同植物对氮、磷、钾等主要营养元素以及微量元素的

需求存在差异。 例如，观叶植物可能更注重氮肥的施用，

而观果植物则可能需要更多的磷钾肥。 (２)生长阶段差异：

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也不同。 幼苗期需要较

多的氮肥以促进生长，而开花结果期则需要更多的磷钾肥以

提高产量和品质。

(二)施肥原则与方法

合理的施肥原则和方法是确保植物获得充足营养的关

键。 (１)施肥时间：施肥时间应根据植物的生长周期和季节

变化来确定。 例如，春季是植物生长旺盛期，应适当增加

施肥次数和施肥量；而冬季植物生长缓慢，应减少施肥量或

停止施肥。 (２)施肥剂量：施肥剂量应根据植物种类、生长

阶段以及土壤肥力状况来确定。 避免过量施肥造成养分浪

费和土壤污染。 过量施肥不仅会增加成本，还可能对植物

造成毒害，破坏土壤结构。 (３)施肥方式：施肥方式包括基

肥、追肥、叶面喷施等。 基肥是在植物种植前或生长初期

施用的肥料，为植物提供长期稳定的养分来源；追肥是在植

物生长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补充的肥料；叶面喷施则是将肥

料溶解在水中后喷洒在植物叶面上，使植物快速吸收养分。

(三)植物病虫害防治与营养管理

病虫害是影响植物生长和产量的重要因素，也是植物营

养管理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１)病虫害对植物营养的影响：

病虫害会破坏植物的叶片、根系等器官，影响植物对养分的

吸收和利用。 同时，病虫害还可能引起植物体内养分的失

衡，导致植物生长受阻甚至凋零。 (２)科学合理的防治措

施：在植物病虫害防治中，应注重预防和综合治理。 通过

加强植物检疫、合理修剪、改善环境条件等措施来预防病虫

害的发生，同时，采用生物防治、生态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方

法进行综合治理。 生物防治和生态防治方法具有环保、安

全、持效等优点，应作为首选的防治方法。 在必要时，可

以使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但应严格控制用药量和用药次

数，避免对植物和环境造成危害。

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管理的实际应用

(一)案例分析：典型园林绿化工程中土壤改良与植物营

养管理的应用实例

(１)案例一。 某城市公园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管理。

背景：该城市公园土壤质地黏重，通气性和排水性差，且土

壤酸碱度不适宜，导致植物生长不良。 ①改良措施：土壤

改良。 采用添加粗沙、细沙和有机肥料的方法改善土壤质

地，增加土壤通气性和排水性。 同时，施用石灰调节土壤

酸碱度，使土壤pH 值维持在适宜范围内。 ②植物营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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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根据植物种类和生长阶段制定合理的施肥方案，采用基

肥与追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植物获得充足的营养。 同

时，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采用生物防治和生态防治方法，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③效果对比与评估：经过改良和管

理，该城市公园土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植物生长状况明显

改善，观赏价值大幅提升。 同时，土壤改良和植物营养管

理还促进了公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２)案例二。 某住宅小区园林绿化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

管理。 背景：该住宅小区园林绿化土壤盐碱化严重，且缺

乏有机质，导致植物生长缓慢，观赏效果不佳。 ①改良措

施：土壤改良。 采用客土法替换部分盐碱化严重的土壤，

并在新土与原土之间设置隔离层和保护层，防止盐碱水上

升。 同时，施用腐殖酸等土壤改良剂，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改善土壤结构。 ②植物营养管理：根据植物种类和生

长需求制定合理的施肥方案，注重有机肥和无机肥的配合使

用。 同时，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采用生物防治和化学防

治相结合的方法，确保植物健康生长。 ③效果对比与评

估：经过改良和管理，该住宅小区园林绿化土壤质量得到显

著提升，植物生长速度加快，观赏效果得到极大改善。 同

时，土壤改良和植物营养管理还提高了小区的生态环境质

量，为居民提供了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二)实际应用中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１)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①土壤改良难度大。 不同

地区的土壤质地、酸碱度、养分含量等存在差异，导致土壤

改良难度较大。 ②植物营养管理复杂。 不同植物种类和生

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不同，且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导致植

物营养管理复杂多变。 ③病虫害防治困难。 病虫害种类繁

多，且易产生抗药性，导致病虫害防治困难。

(２)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改进措施：①加强土壤检测与

分析。 定期对土壤进行检测与分析，了解土壤质地、酸碱

度、养分含量等状况，为土壤改良提供科学依据。 ②制定

个性化的植物营养管理方案。 根据不同植物种类和生长阶

段制定个性化的施肥方案，确保植物获得充足的营养。 同

时，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采用生物防治、生态防治和化学

防治相结合的方法，提高防治效果。 ③推广先进的土壤改

良技术。 积极推广先进的土壤改良技术，如生物修复、化

学修复和物理修复等，提高土壤改良效果。 同时，加强技

术研发和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土壤改良方法和技术。 ④加

强培训与宣传。 加强对园林工作者的培训和宣传，提高其

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 同时，向公众普及土壤改良和植物

营养管理的知识，提高公众对园林绿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结束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园林绿化工程在提升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 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管理作为园林绿化工程的核

心环节，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园林植物的健康生

长、园林景观的持久美观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

然而，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管理是一个复

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研究与实践来完善与优化。

未来，应继续加强土壤改良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探索更加高

效、环保的改良方法，同时，深化植物营养管理的研究，制

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施肥方案与病虫害防治策略。 此外，

还应加强园林绿化工程的监督管理与评估，确保各项改良与

管理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推动园林绿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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