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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作者实际养护的锦绣文化公园“土壤改良实证项目”为例,简述土壤改良的背景及目的,

通过前后土壤检测报告对比分析结果,就不同改良剂对土壤改良效果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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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oil Improvement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Jinxiu Cultural Park, which the 

author actually maintains, as an example to briefly describe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soil improvement.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soil testing reports before and after, it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soil amendments on soil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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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壤是园林植物正常生长的根本,是园林植物营养来

源的基础保障,是园林植物良好生长的关键因素。[1]城市土地是

人类活动接触最为密集的部分,它不仅是园林植物生长的重要

介质,而且影响着城市环境的质量和动物、植物甚至人类的健

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土壤面临的

问题日益突出：土壤建筑垃圾侵蚀、土壤盐碱化、土壤污染及

土壤退化等。这些问题导致城市土壤质量极度下降,直接威胁和

影响城市园林植物的生存,严重制约了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

发展。因此城市土壤的质量改良成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急需

解决的问题。通过土壤改良技术的研究,将有助于实现土地利用

方式从注重数量向注重数量、质量以及生态管护并重的方向转

变,改善和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切实促进城市土地利

用工作的发展。[2-4] 

1 土壤改良试验背景及目的 

在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日常施工中一定存在外来种植土的

使用,许多时候这些土壤的PH值、EC值、有效养分及团粒结构等

达不到植物正常生长所需的要求,也有绿化施工中植物移植对

它的根部造成破坏,种植后需要恢复等问题。若不进行土壤改良

会使得植株不能很好从土壤中吸取足够的养分,植物恢复生长

会受到阻碍,植物长势不能有效恢复,植物抗逆性差造成后期苗

木生长不良,恢复迟缓甚至死亡。整个景观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对于后期养护带来困难。增加养护成本。 

在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施工期没有进行土壤改良,对后期

养护恢复植物长势难度加大。造成的困难是植株长势差,死亡淘

汰的苗木较多。在养护期间再进行土壤改良,土壤改造的立地条

件受限,费时费力,预期效果可能不是十分理想。 

锦绣文化公园位于浦东新区培花社区,占地约25公顷,是一

座2021年1月建设完成并向市民开放的社区级公园。经过了一年

多的精心养护,由于园内的枫香和桂花等乔灌木长势弱,仍然达

不到苗木理想效果,故我们考虑通过运用土壤改良剂的方式对

其土壤肥力进行改良以达到植物生长旺盛的效果。 

2 土壤改良试验实施规模与方式方法 

在锦绣文化公园进行的土壤改良试验主要从选择乔木根区

土壤改良的方法进行入手,其原因就是在已建成的施工项目当

中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没有实施的立地条件,只能选择

一些有改良条件和观赏价值的乔灌木进行根区土壤微生态改

良,促进根系生长,缩短其移植时的苗木恢复期,保证其生长

势快速恢复,使得改良后的乔灌木能在观叶观花期间能有好的

景观效果。 

乔木根部施肥需要解决的问题：(1)首先是土壤改良剂的选

择,选取2-3种不同类别改良剂,做好对照组试验,选择合适的改

良剂。(2)选择改良区域与树种,有利于土壤改良施工条件的区

域及树木。(3)事前对改良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行检测,若是树木

周边土壤改良可对树木的胸径、叶面积等数据进行收集,做好前

期的数据收集工作。 

土壤试验施工前对土壤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对土壤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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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改良,主要从土壤的PH值、EC值、有效营养成分含量及土壤中

微生物种群恢复和土壤团粒结构改善,通过改良使得土壤成为

能提供植物良好生长的介质,促进植物快速恢复和生长,使用改

良剂调节土壤的PH和EC值,增加土壤有效营养成分,改善土壤透

气排水环境。 

本次土壤改良试验我们采用三种改良剂分别是：大颂的微

生物土壤修复改良材料(主要由介质加上土壤有益菌组成)、环

兴(餐厨有机物+秸秆等原料组成)、安根(腐熟牲畜粪便)。首先

选择园内靠近3号口的30株枫香和20株丹桂作为试验样本,在选

取10株枫香作为试验对照组。改良方式为采用人工沟施的形式

(距离土球1-1.5m四周开挖深度0.3m宽度0.2m的沟渠),再把改

良剂与原土充分拌和后重新回填进去。改良剂的配比是环兴的

改良材料每个试验样本填加10kg(此配比是按照供应商对植株

大小的推荐用量实施的)、大颂与环兴是按照1:0.2(土：改良剂)

的比例进行调和。通过前后土壤检测报告数据的对比分析此次

土壤改良的效果。 

 

图一  桂花土壤改良实施照片 

 

图二  枫香土壤改良实施照片 

3 土壤试验数据分析 

2022年3月完成了前期土壤样品送检和枫香、桂花土壤改良

试验实施后,我于2022年9月重新对改良后的土壤进行取样后送

检,并对前后两次土壤检测报告进行了分析。 

表一  改良前土壤检测数据 

 

表二  改良后的土壤检测数据 

植物种类 处理方式 pH EC(mS/cm) 有机质(g/kg)

原土 对照 8.23 0.45 7.54

桂花 3 大颂 8.05 0.26 11.33

桂花 6 大颂 7.80 0.65 29.49

桂花 9 大颂 7.92 0.46 17.66

桂花 2 安根 8.25 0.15 11.75

桂花 4 安根 8.39 0.18 14.92

桂花 5 安根 8.40 0.15 13.42

桂花 8 安根 8.31 0.20 15.99

枫香 4 对照 8.53 0.11 11.16

枫香 6 对照 8.32 0.25 11.01

枫香 5 安根 8.21 0.31 18.78

枫香 7 安根 8.17 0.32 31.05

枫香 1 环兴 8.02 0.45 24.96

枫香 4 环兴 7.85 0.59 41.32

枫香 5 大颂 7.78 1.08 43.88

枫香 6 大颂 7.80 1.07 32.71
 

经过了长时间试验及观察,通过数据的比对发现,进行改良

的土壤明显各项理化值都有显著的提升,苗木生长良好达到预

期的改良效果。通过长期试验,针对不同状况土壤筛选出了不同

的改良方法,通过试验,植物生长明显获得改善,从叶量、开花及

生长的对比来看差异明显。 

(1)改良后土壤pH值普遍降低,其中大颂和环兴的pH值降到

8.0以下,效果较为明显。最适宜植物pH值的在6.5-7左右,显著

降低有利于植物生长。(2)EC值显著提高,其中安根提高了近30%,

环兴提高近一倍；但大颂超过了《绿化种植土壤》标准0.15~0.9

的标准幅度。土壤的可溶性含盐量过高,可能会形成反渗透压,

将根系的水分置换出来,使根系变褐或者干枯,继而根系无法吸

收水分和营养,导致植株会出现萎蔫、黄化、组织坏死或植株矮

小等症状。所以像是大颂改良剂土壤EC值高出了《绿化种植土

壤》标准值,是不利于植物养分和水分的吸收的。(3)土壤有机

质是土壤固相部分的重要组成成分,是植物营养的主要来源之

一,能促进植物生长和发育,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促进微生物

和土壤生物的活动,促进土壤中营养元素的分解,提高土壤的保

肥性和缓冲性的作用。此次三种土壤改良剂(安根、环兴、大颂)

的使用效果分别使得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1倍、3.5倍和3.7

倍,大大的提高了土壤的结构性、通气性、渗透性和吸附性,同

时也增加了土壤肥力的水平。 

4 土壤改良试验枫香样本“冠径、冠幅”测定 

4.1测定数据 

2022.9月份邀请第三方运用无人机等设备对枫香(因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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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仅用了安根和大颂2种材料,故不在此分析)遥测获得的树

高、胸径、冠径和冠幅数据平均值如下：(“冠径、冠幅”系遥

测单位表述的名称) 

表三  土壤改良后枫香“冠径、冠幅”数据 

改良材料 树高 m 胸径Ф 冠径 m 冠幅 m
2

冠幅 m
3

环兴 9.7 0.213 4.23 14.7 46.16

安根 9.31 0.192 3.675 10.85 36.0

大颂 8.575 0.187 3.86 11.95 37.1

DZ(对照组) 8.45 0.182 4.03 13.02 39.92
 

4.2初步分析 

(1)相较对照组枫香,三改良材料均对树高、胸径均有增长

效果,环兴和安根的改良剂相比对照组的树高和胸径提高比例

在10-15％之间,效果显著尤为明显。(参加改良试验的枫香和对

照组枫香均为施工期间同一批规格的苗,并在同等条件和地理

位置上进行了一年以上养护)(2)从“冠径、冠幅”的数据来看,

安根和大颂相较对照组的枫香而言没有明显提升,但是环兴材

料对“冠径、冠幅”有促进作用,冠径跟对照组相比提高5％左

右,冠幅相比提高了10％左右,综合上述的数据而言在树高、胸

径、冠径、冠幅上环兴的改良材料在三种材料中效果突出。 

5 土壤改良试验结论与说明 

通过土壤改良可以降低植物移植所需的修剪量,提高苗木

成活率,植物长势也能短期内得到恢复,确保有效提高园林施工

质量,为后期养护打下基础。合适的土壤酸碱度、总有效养分含

量及土壤的EC值是植物健康生长的重要条件,施工期,植物对EC

值要求比较高,EC值过高会影响植物根系生长,施工时植物根系

都会被破坏,这个时候土壤有一个合适的EC值对于植物根系生

长起着促进作用,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根系恢复和生长,一

般来说EC值控制在0.2-0.6之间为宜,这个范围有利于植物根系

生长。通过土壤改良,调节土壤EC值和有效养分含量,加快植物

根系恢复,有效提升植物生长。在养护期,随着根系的恢复,根区

的EC值可以适当调高(1以下),促进植物的营养吸收,使植物恢

复速度更快。 

(1)本次改良材料中,安根系此前该项目养护中应用后的余

料,大颂和环兴系本次试验提供的材料；所有供试的改良材料均

未作检测；试验采取沿树坛周边挖出原土与改良材料8：2同比

例原地混拌后回填(环形施入法)。(2)从上述检测得出的数据证

明使用改良材料均对土壤改良和树木生长有一定的效果,不管

是从土壤的理化性质和树高、胸径、冠径、冠幅而言,均有显著

的提升。(3)通过土壤试验比对苗木前后生长势优劣及土壤改造

前后理化值的比较,在土壤改造能提升绿化景观的大前提下,我

相信施工企业也愿意进行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最有利的改良条

件还是适合在施工前期进行,不管从经济效益还是立地条件来

讲都可以满足。(4)土壤改良工作会出现在园林工程的各个阶段,

土是植物的生存基础,建设过程中把好土壤质量关,将对植物的

正常生长和后期养护至关重要。在园林工程植物进场前,可以进

行大范围粗放式的土壤改良工作,其成本低、施工方便：后期养

护可以进行小范围精细化的土壤改良工作,避免对已栽植的植

物造成伤害。在土壤改良工作中,改良材料多施用有机肥料、少

施用化学肥料；有机肥料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性质,增加养分,具

有缓释的功能：化学肥料容易导致土板结和土盐渍化,破坏土环

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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