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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人工盆栽基质及施肥配方的选择

高继银 邵蓓蓓 许宏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 究所 )

摘耍 以侄石
、

锯末
、

煤渣
、

河沙
、

泥炭为原料
,

按不 同体积比配制了十种山茶花人工盆栽

基质
。

经三年栽培试验
,

筛选出了硅石
:
泥炭 = 2 : 1

,

侄石
:
河沙

:
泥炭 = 10: 5 : 1 两种适宜于茶

花生长发育的理想人工盆栽荃质
。

七 种山茶花无土栽培施肥试验证明
,

春夏季施用高氮高磷钾的

23 一 12 一 15 配方肥
,

秋冬季施用低氮高磷钾的 5 一20 一26 配方肥
,

或者全年施用高氮高磷钾的 23

一12 一15 配方肥
,

每20 天每盆浇施20 0 m l肥 液
,

能使山茶花在有限的盆栽基质中长期健壮生长
,

开花量多
,

且能保持很强的生长势
。

关位饲 山茶花 , 盆栽基质 , 施肥

无土栽培技术 已在世界上的园艺植物生产 中得到广泛应用l’l,

它所具有的优点有许多是

土壤栽培所无法比拟的 t“1
。

我国的著名花卉—
山茶 花 (C a 二。Ili a 夕aP

。, : 。a L
.

)千百年来一

直沿用土壤栽培方法
,

不仅养护困难
,

而且也不适应人们现代生活对它的要求和出口创汇的

需要
。

为了推动山茶花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的发展
,

本研究在选择山茶花合适的人工盆栽基

质 和确定合理的施肥方案两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

现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1 9 87 年 6 月上旬开始至 1 9 9 0年 6 月上旬
,

历时三年整
。

供试的茶花苗为当年的芽

苗砧嫁接苗
,

平均苗高 3
.

2 土 0
.

1 c m ;
参试的有四面景

、

状元 红
、

十八学 士
、

雪 塔
、

粉 芙

蓉
、

花嫦娥彩
、

小桃红
、

金盘荔枝
、

早春大红球
、

无暇玉十个品种
,

在中国的山茶花系列 中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所用的花盆为内径 15 c m
、

高12 c m 的标准泥盆
,

每盆装基质。
.

S L
。

1
.

1 盆栽甚质试验

配制供试基质的原料有细河沙
、

硅石
、

泥炭 (宁波产)
、

腐熟锯末
、

煤渣共 5 种 , 各处理

的基质组成及其处理前的理化性状见表 1
。

按各处理要求将基质充分混合
,

装盆
,

每盆植山

茶花苗一株
。

各处理的品种组成一致
。

每处理10 盆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4 次
。

每20 天浇施

一次含有N (4 0 0 p p m )
、

P(2 5 0 p p m )
、

K (2 0 0 PPm ) 及少量微量元素的混合肥料溶液
,

至盆

底滴水为止
。

1
·

2 施肥水平试验

以尿素
、

磷酸二氢钾及微量元素为肥液
,

设计 6 种施肥水平 (见表 2 )
。

每处理20 盆
,

分

别装入侄石
,
河沙 = 2 , 1 和锯末

,
河沙 = 2 : 1 两种盆栽基质 (各10 盆)

,

每盆植一株当年的山

茶花嫁接小苗
。

各处理的供试品种构成一致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5 次
。

按照表 2 设计
,

各

本文于 1 9 9 0年 5 月 2 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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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十种盆毅荃质组成及处理前的理化性状

处理

编号

基 质 组 成

基质种类 体 积比

据 末
;

河沙 2 ‘
1

锯末
:

河沙
:

泥炭 1 0
,
5

;
1

硅石
:

河沙 2 :
1

硅石 1

锯末
:

硅石 1
,
1

硅石
:

锯末
:

河沙 1: 1: 1

硅石
:

河 沙
:

泥炭 1 0
:
5

:
1

硅石
:

煤 渣 2 ,
1

硬石
:

煤渣
:

锯末 2 ,
1

, 1

硅石
:

泥炭 1 0
,
1

物理性状 化 学 性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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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施肥水平试验处理

处理 肥分含量 (p p m ) 肥分构成 (% )
处 理 内 容

——
编号 N P K N 一 P一K

2 6一 1 0一1 3

5一 2 0一2 6

4 3一 2一3

2 3一1 2一1 5

2 3一1 2一飞5

2 3一1 2一 15

5一 2 0一2 6

0一 O一0

处理每盆每20 天浇施营养液 2 00 m l
。

以上两项试验
,

夏季用遮荫纱遮荫
,

透

光度65 %
,

浇水
、

除草
、

治虫等按常规管理

进行
。

每年定期进行生长量
、

花芽数
、

开花

数
、

叶养分含量及基质的理化性质测定 , 基

质 的有效养分用 T
。

H
.

Y e a g e r 等人提 出

的注入法 ( Po u r
一

th r o u g h ) 测定 [ 3 1 ; 基质容

重按 F
.

A
。

Po k or r y 等人提出的人工 盆 栽

基质容重测定公式 14 1计算
:

5
�U一a00八
�
U,山n.n‘内“

�n6Un侧

,�,自, l勺山,曰

‘比廿n
�n“.‘Ul匕八“n�,目5勺‘亡J弓山一�互曰

2,自19
�今自

O八11
��Un
�nU八�O尸舀亡d八lln�nU介I]

��匀

月兮月,n山哆月

KK

低N 低P
、 K

低N 高P
、 K

高N 低P
、 K

高N 高P
、 K

中N 中P
、

K

春夏高N 高P
、

秋冬低N 高P
、

7 对 照 0 0 0

D
。 :
二
( V

:
C , ) ( D

:
) + ⋯ + ( V

,

C ) ( D
: )

注
:

微量元素各处理保持 相同水平 , ‘

肥分构成
,

栏 中

所列的数字
,

系由混 合肥料配 方中N
、

P 、 K 各占的

百分比计算而得
。

V
, 一 S

式中 D
。 二

= 容 重 (g /c ms 万 V
, = 总 样 品 体

积 , C
: = 各基质成分的百分 体积 ; D 二 各基

质成分的容重
, S 二 收缩率

。

2 试验结果

2
.

1 基质组成与山茶花生长发育的关系

从表 3 可以看出
,

不同盆栽基质对山茶花苗木生长发育的影响有明显不 同
。

无论从生长

量还是从单株着花数上看
,

都是以 10 号和 7 号两种基质效果最好
:

平均苗高是最差的 8 号基

质苗的二倍多 ; 茎粗约为 8 号基质苗的1
.

8倍
,

分枝数增加了 3 倍多 ; 单株着花数增加了 4 倍

左右 ; 开花株百分率高出4 7
.

8个百分点
。

其次是 3 号和 4 号基质
,

苗高仍可达到 40 c m 以上
,

而单株着花数同样能达到 10 号和 7 号两种最好基质处理的水平
。

处于第三位的是 2 号和 6 号

两种基质
,

苗木生长量 已受到抑制
,

单株着花数及开花株率也有明显降低
。

处于第四位的是
1 号

、

5 号
、

9 号三种基质
,

苗木生长明显受到抑制
,

开花株明显减少
。

最 差 的 是 8 号基

质
,

山茶花生长不良
。

从叶分析结果看
,

基本符合上述规律
,

凡良好的基质
,

苗木叶片的 N
、

P
、

K 含量均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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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不同落质堵养条件下三年生苗木生长发, 润查结果

平均苗截 开 花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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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凡位次栏 内标有相同数字者
,

均表示处理间在0
.

0 5水平 下差 异不旦著
。

特别是N 的含量表现得最为突出 ( 表 4 )
,

表明了10 号和 7 号或者 3 号和 4 号这些良好的基质

组成不仅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合格的山茶花苗木
,

而且也能使苗木体内积累丰富的营养
,

从

而保持旺盛的生长势
。

可以预料
,

随着栽培年份的延长
,

不同基质间苗木的生长差距将进一

步扩大
。

表 4 木两盆段‘城处班苗* 的叶 , 养状况

处 理

营 养 元 素
-

一一

—
———

—
1 2 3 4 5 6 7 8 日 10

N ( % ) 1
.

35 3 1
.

5 0 1 1
.

石52 1
.

5 5 3 1
.

几22 1
.

5 2 3 1
.

60 0 1
.

2 99 1
.

3 35 1
,

7 3 4

P ( % ) 0
.

1 5 7 0
.

1 3 9 0
.

16 6 0
.

1 59 0
.

1石6 0
.

1 5 2 0
.

1 6 9 0
.

1 2 7 0
.

1 4 5 0
.

】6 7

K ( % ) 0
.

5 3 6 0
.

6 1 9 0
,

肠0 5 0
.

6 0 9 0
.

6 3 4 0
.

6 4 2 0
.

6 1 1 0
.

6 0 4 0
.

5 7 2 0
.

59 9

再从基质的成分上看 ( 表 1
、

3 )
,

最好的应该是硅石和泥炭
,

其次是河沙和锯末
,

最差

的是煤渣
。

硬石与泥炭 (或与河沙 )按 比例混合(如 10 号
、

7 号
、

3 号三种基质 ) ,

比与锯末或

煤渣的混合基质 (如 5 号
、

6 号
、

8 号
、

9 号四种基质)效果明显要好
;
在一般情况下

,

加入

泥炭的基质均 比相应未加泥炭的明显要好
,

如 2 号与 1 号
、

7 号与 3 号
、

10 号与 4 号等处理 ;

而河沙的加入似乎对山茶花的生长发育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
,

如 3 号与 4 号
、

7 号与 10 号处

理相比
,

未达到显著水平
。

从 4 号与 5 号
、

3 号与 6 号两对处理的比较看
,

锯末的加入产生

了相反的作用
;
加入煤渣 的处理情况更坏

,

如 8 号
、

9 号两处理的苗木生长最差
。

由上述可知
,

廷石与泥炭按 10 : 1 的体积 比混合或再加入 5 份细河沙是山茶花无土 栽 培

较理想的盆栽毖质
。

在没有泥炭来源的情况下
,

硅石与泥沙按 2 : 1 的体积比混合或 者 用纯

硅石也能作为较好的盆栽基质使用
。

2
.

2 施肥水平与山茶花生长发育的关系

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表明
,

在相 同盆栽基质 的培养条件下
,

不 同施肥水平间
,

山茶花生

长发育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 5 )
,

其中 6 号和 4 号两种配方肥对山茶花的 生 长 和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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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施肥水平条件下三年生苗木生长发育润奋给果

处 理
平均苗高 茎 粗

位 次 位 次
(
e m ) (e m )

分枝数 /株 位 次 着花数 /株
开 花 株

位 次
(%)

2 1
。

2

2 4
.

8

32
。

2

4 0
.

2

30
.

6

4 1
.

3

1 6
.

8

0
.

连6

0
.

5 1

0
.

6 3

0
。

7 4

0
。

62

2 ~ 3

Zee 3

lee Z

1

l ro Z

1

3

O
。

0 4

0
。

32

0
。

1 5

1
.

5 0

0
‘

5 7

1
。

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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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3

2 ~ 3

2 ~ 3

1

2

1

3

8
.

5

1 0
.

9

1 0
.

0

7 5
。

0

2 9
.

0

8 5 4

4
。

2

23
内‘.人2
.1品」

尸合毛
介乙

丹U
095

90‘纽呜工,自
.

⋯
应”�n.‘nU�

,口1�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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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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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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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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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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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S
.

D o
.
o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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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
: .

位次
,

栏内的数宇意义与表 3 同
。

1
.

3

2
。

5

2
.

4

4
。

9

2
.

9

4
。

2

0
.

7

0
.

8

1
。

1

花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苗高可达到 7 号 (不施肥处理) 的 2
.

5 倍
,

比其它施肥 处 理 也增加了

28 % ~ 95 %
,

开花数也明显增多; 其 次是 3 号和 5 号处理 ; 而施肥水平低的 1 号
、 2 号两

个处理
,

除苗高上 比对照的生长量略大以外
,

其它生长指标均未表现出明显差异
。

叶分析结果表明
,

凡是配方中含量较大的养分
,

施入后叶片中该养分均有较高水平的累

积 (图 1 )
。

4 号和 6 号处理
,

因配方肥中N 含量较高
,

叶片中一直保持较高的含N 量
,

且有逐年

;;; ‘ . 「 , 「一 门 「 ; 1 犷一万 111

皿皿 碳碱酬蝴爵,,

~~~
~1 ‘ 丁 1

,

:
·

二二
’
‘ 尸粉 1 ,

’

号吮 尸丫111
...

鱼鱼鱼I
-

⋯⋯

处理 6

苗醉(
a
)

图 1 不 同施肥处理逐年叶片N
、

P
、

K 含量的变化

增加的趋势
。

而其它处理
,

叶片中的 N 含量

不仅波动大
,

而且逐年在下降
。

叶片中P 的

含量
,

除 4 号处理株由于生长量过大
,

二年

生苗木 P 含量略显不足外
,

其它处理均呈上

升趋势
。

叶片中K 的含量
,

只有前期重氮重

磷钾
、

后期低氮重磷钾的 6 号施肥处理逐年

在增加
,

此外
,

其它处理与 P含量一样
,

都

有不同程度的波动 (图 1 )
。

看来
,

在施肥方面

保持叶片内N 2
.

0 %
、

P o
.

18 %
、

K O
.

9 %的

营养水平
,

是山茶花无土栽培培育健壮苗应

该达到的指标
。

综上所述
,
凡施用高 N 量配方肥的处理都比施低 N 量的处理苗木生长发育明显要好

,

如

3 号与 l 号
、 4 号与 2 号

、
1 号与 7 号相比 (表 5 )

。

在相同施 N水平下
,

增施 P
、

K 肥也有显

著促进生长的作用
,

如 2 号与 1 号
、

4 号与 3 号
、

6 号与 4 号相比
。

应该指出
,

加快无土栽

培茶花苗的生长
,

增施氮肥要比增施磷钾肥效果大
。

因此
,

有理由认为
,
6 号和 4 号施肥处理

是山茶花无土盆栽
,

培育健壮苗木较理想的肥料配方
。

3 讨 论

3
.

1 关于基质的组成问题

一种良好的混合盆栽基质
,

不仅要求重量轻
、

通透性好
、

具有固持植株的能 力
,

而且 还

应具有合适的 p H 值范围和一定的保水保肥特性及供肥能力
。

本试验选出的硅石
,

泥 炭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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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硬石
:

河沙
, 泥炭 = 10 : 5

, 1 两种混合基质
,

基本具备了上述良好基质的性 状 要 求 ;

侄石容重很小
,

仅 。
.

n g /c m
“,

它的层状孔隙以及颗粒间的间隙可以贮存大量水分和养分
。

侄石还含有高达4
.

15 编的K 和足量的镁
、

锰等微量元素
,

阳离子交换量 可达 19 ~ 2 2
.

5 m e/

1 0 0 9 , 而泥炭则具有较低的 p H 值
,

全N 含量高达8
.

12 输
,

两者按上述比例混 合后
,

p H 值

可调节到5
.

4
,

容重达到 O
。

1 9 9 / c m 3 ,

持水量达到 60
.

5 %
,

N
、

P
、

K 含量为O
。

1 %一 0
.

3 % (表

1 )
。

经过三年盆栽山茶花培养
,

据测定
,

这种混合基质的容重提高到了 0
.

3 2 9 / c m
“,

表 现

出对植株根系有较 强 固 持 力 , 施肥以后
,

其保持 N
、

P
、

K 养分的能力 分别 为92
.

0 %
、

7 1
.

9 % 和76
.

6 %
,

为茶花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基质条件
。

河沙虽然养分 含量 较 低
,

但

它可以填充侄石颗粒间的空隙
,

使混合基质的保水保肥性进一步增强
。

据测定
,

硅石
:
河沙

:

泥 炭 = 10 : 5: 1 的 混 合基质
,

浇施营养液后
,

保持 N
、

P
、

K 养分的能力分 别 为 9 3
.

8 %
、

74
.

3 %和9 3
.

1 %
,

显然
,

在这方面优于硅石与泥炭的混合基质
,

而且其容重可增加到 1
。

。5

g /c m 3 ,

更有利于盆栽山茶植株的固定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认为锯末并不是一种良好的适宜于盆栽山茶花的基质成分
,

这不仅是

因为这种材料含有抑制山茶花根系生长的酚类毒性物质
,

更重要的是它一旦干燥后极不容易

湿润而使苗木干燥致死
,

同时
,

在山茶花培养过程中
,

由于它的加入使基质 C / N 比升高
,

在

锯末不断分解中消耗了大量的 N 素
,

造成苗木严重缺氮
。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锯末不可在盆栽

混合基质中加以利用
,

国外已有不少报道证明
,

如果在锯末中加入适量氮素和 白云石粉
,

充分

腐熟
,

并加入湿润剂
,

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混合基质原料 [“l
。

这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研究
。

煤渣主要由于 p H 值高
、

保水保肥力差两大缺点而在本试验条件下不适于作为茶花 的盆

栽基质使用
,

尽管将其与硅石或锯末混合
,

仍然没有表现出良好效果
,

但是这种材料来源广
、

价格便宜
,

还需要做更多的试验
,

以找到合适的基质组合和配比
。

3
.

2 关于荞质的施肥问.

要使山茶花苗在有限的盆栽基质中连续多年健壮生长
,

合理追肥是必不可少 的 重 要 措

施
。

本试验筛选出的春夏季施 23 一 1 2一15 的高 N 高 P
、

K 肥
,

秋冬季施 5 一20 一 6 的低 N 高

P
、

K 肥或一直追施 23 一 12一 15 的高N 高P
、

K 肥的配方
,

满足了茶花生长发育的需要
。

这种配

方基本符合美国在茶花无土栽培中推荐使用的高N 肥(21 一 18 一 1 1) 和低 N 月巴(6 一 15 一 10 )的

肥料配方 I6 )
。

应该指出
,

由于所用的廷石混合基质中含有一定量的 P
、

K 肥和其它微量元素
,

看来这种肥料配方中N 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对于诸如掺加锯末
、

河沙或煤渣的混合基质
,

上述的配方肥似乎 N 素含量仍显不足
,

因

此
,

适当提高肥料配方中的 N 素含量是必要的
。

4 结 论

以廷石与泥炭体积比 为 2 : 1 和 硅石
、

河沙
、

泥炭体积比 1 0 : 5 : 1 的混合物为较理想的

两种山茶花盆栽基质
。

这两种基质重量轻
、

固持植株性能好
,

且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保肥保

水性
。

三年试验结果表明
,

这两种处理的苗木生长量和花数显著超过其它混合基质处理
,

而

且叶营养状况得到改善
,

增强了苗木的生长潜力
。

试验证明
,

山茶花的无土盆栽施肥管理
,

春夏季施用 N 一P一K = 23 一 12 一 15 配方肥
,

秋

冬季施用 5 一2 。一26 配方肥
,

或者全年施用2 3一 12 一15 配方肥
,

都能使人工盆栽基质中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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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健壮生长和开花
,

而且能使苗木叶片中积累足够的 N
、

P
、

K 矿质营养
,

增强苗木 的长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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