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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园土壤配植改良

(57)摘要

枸杞园土壤配植改良，包括：立秋前后在枸

杞园内配植萝卜；在冬季土壤封冻之前对枸杞园

进行正常管理；使配植的萝卜自然越冬腐解并全

量还田；以及在春季土壤解冻后对枸杞园进行减

量施肥。本发明可实现秋季固持土壤养分水分，

第二年开春腐解释放补充枸杞根区土壤养分和

水分，同时提高根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枸杞

植株根区土壤理化性状和微生态环境，减少水肥

过量施用，达到增加枸杞产量，提高枸杞园肥料

及水分利用效率，同时降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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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中国西北地区枸杞园土壤的方法，包括：

立秋前后在枸杞园内配植萝卜；

在冬季土壤封冻之前对枸杞园进行正常管理；

使配植的萝卜自然越冬腐解并全量还田；以及

在春季土壤解冻后对枸杞园进行减量施肥，

其中配植萝卜是在立秋之日开始播种，三日内完成萝卜播种；

选择生育期60-80天且主根系30cm以上的白萝卜品种进行配植，并对所选择的白萝卜

品种进行以下处理：25℃至30℃下使用含有氯吡苯脲和赤霉素的水溶液浸泡白萝卜种子

20-40分钟，水溶液中氯吡苯脲的含量为0.5-1毫克/升，赤霉素含量为60-80毫克/升；

其中配植萝卜时采用萝卜行与枸杞行相平行，萝卜播种行距离枸杞定植行20cm左右，

萝卜株距20cm左右，播种深度地表下1-2cm；

其中在播种萝卜之前先在待播种萝卜行地表下4cm左右铺撒一层麦糠，其中麦糠厚度

为5mm左右，宽度为5cm左右；

其中每行枸杞间隔3米左右，在每行枸杞两侧20cm处分别配植两行萝卜，并在相邻两行

枸杞的相邻萝卜行之间的空闲区播种菠菜次配行，菠菜次配行也全量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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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园土壤配植改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经济林栽培技术，具体地涉及一种枸杞园土壤的配植改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枸杞作为一种重要的药食同源的经济植物，历来被人们所青睐，素有“世界枸杞看

中国”的美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健康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和全面化，大健康产业

应运而生，对枸杞产品的需求越来越丰富。我国西北部地区纷纷立足自身区域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枸杞产业。枸杞高效栽培技术对枸杞产量、质量提升及西北生态环境优化尤为重要。

[0003] 枸杞作为一种无限花序的花果同期、采收期长达四个月的果树，其配套栽培技术

相对较为复杂，尤其是水肥需求与供给方面，长期以来形成了枸杞“喜水喜肥”大水大肥和

饱和冬灌的传统管理措施；另一方面，针对枸杞作为多年生经济植物的特点，植株长期生长

在一个固定位置，根区耕作少、有机质补充少，因此枸杞园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根区局部区

域施肥过量、养分淋失、水肥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污染、根区土壤结构破坏、微生态环境恶化

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枸杞产业提质增效的突破。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改善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枸杞园土壤质量并减少环境污染。

[0005]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改善北方枸杞园土壤的方法，包括：

[0006] 立秋前后在枸杞园内配植萝卜；

[0007] 在冬季土壤封冻之前对枸杞园进行正常管理；

[0008] 使配植的萝卜自然越冬腐解并全量还田；以及

[0009] 在春季土壤解冻后对枸杞园进行减量施肥。

[0010]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配植萝卜优选是在立秋之日开始播种，三日内完成萝卜播种。

选择该播种时期可以使萝卜的长成和随后的腐烂非常顺利。

[0011]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配植萝卜时可以进一步选择生育期60-80天且主根系30cm以

上(须根发达)的白萝卜品种进行配植。选择这种萝卜品种，可以使长成的萝卜腐烂后均匀

改善土壤成分。

[0012]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配植萝卜时优选采用萝卜行与枸杞行相平行，萝卜播种行距

离枸杞定植行20cm左右，萝卜株距20cm左右，播种深度地表下1-2cm。这种播种方式可以使

得萝卜的播种和成长既不会干扰枸杞的正常生长，同时萝卜自然腐烂后还自动为相应的枸

杞提供合适的养分。

[0013]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在播种萝卜之前可以先在待播种萝卜行地表下4cm左右铺撒

一层麦糠，其中麦糠厚度为5mm左右，宽度为5cm左右。在进一步改善土壤有机质的同时，麦

糠的选用使得长成的萝卜含水量更高且后期更容易自然腐烂；此外，麦糠还可以进一步帮

助保湿土壤。

[0014]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还优选对所选择的白萝卜品种进行以下处理：25℃至3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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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有氯吡苯脲和赤霉素的水溶液浸泡白萝卜种子20-40分钟，水溶液中氯吡苯脲的含

量为0.5-1毫克/升，赤霉素含量为60-80毫克/升。经过上述处理后，萝卜成长快并显著增

大，且后期更容易落叶和自然腐烂。

[0015]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每行枸杞间隔3米左右，在每行枸杞两侧20cm处分别配植两行

萝卜。这种设置方式使得配植更加科学、合理。

[0016]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在相邻两行枸杞的相邻萝卜行之间的空闲区播种

次配行例如菠菜、塌菜、芥菜或荷兰豆，优选播种菠菜，次配行也全量还田。选择性配植菠菜

等并使其全量腐烂还田可以使枸杞园土壤质量得到更全面的改善，从而获得性能特异的枸

杞。

[0017] 萝卜播种后、经出苗、生长、至腐解前，枸杞园土壤水肥管理仍延续枸杞正常(传

统)水肥管理，萝卜经过冬季腐解后，于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枸杞园土壤有机肥施用量

减少至常规施用量的20％-40％，春季化肥施用量减少10％-20％，水分管理可采用常规水

分管理或适当减少浇水量。

[0018] 本发明的方法可以快速提高枸杞园根区土壤水肥利用效率，实现根区土壤秋季固

持土壤养分水分，第二年春季腐解释放补充枸杞根区土壤养分和水分，同时提高根区土壤

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以达到快速提高枸杞园当季施用肥料及水分利用效率，改善枸

杞植株根区土壤理化性状和微生态环境，减少水肥过量施用，降低环境污染。

[0019] 本发明还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与传统生产管理相比，根区土壤表层0-40cm有机质提高6.59-30.85％，容重降

低3.23-9.95％，土壤结构特性得到明显改良；

[0021] (2)与传统生产管理相比，根区土壤保持养分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增强，特别是表

层0-20cm土壤中速效氮含量提高42.24-56.55％、速效磷提高17.08-29.31％、速效钾提高

6.00-14.28％；

[0022] (3)与传统生产管理相比，根区土壤微生态环境得到优化，土壤微生物数量和丰度

增加，土壤微生物量碳平均增加5.39-54.31％，土壤微生物量氮平均增加20.09-74.98％以

上；以及

[0023] (4)与传统生产管理相比，第二年枸杞产量也均有提高，增产比例3.55-12.59％。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枸杞园根区植物配植模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出进一步说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以下实施例

仅用于解释而非限制本发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供试枸杞园

[0028] 品种：宁杞6号；树龄：5年生枸杞；行距3米、株距1米；土壤类型：风沙土。

[0029] 配植萝卜

[0030] 品种：白玉大根(可购自北京科立昌农业研究所)；种子未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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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播种时间：2016年8月8日

[0032] 播种模式：见图1，萝卜行与枸杞行相平行，萝卜播种行距离枸杞定植行20cm左右，

萝卜株距20cm左右，播种深度地表下1-2cm

[0033] 枸杞园生产管理

[0034] 灌溉方式：双管滴灌，整个生育期内4-6天灌溉一次，每次灌水时长4小时，灌水量

10方/亩，冬季封冻前进行一次冬灌至土壤饱和，灌水量50方/亩。

[0035] 施肥方式：将传统管理——“采用枸杞根区土壤穴施，春季有机肥+3次化肥追施”

改变为：第二年春季有机肥减少20％，首次化肥追施使用量减少10％，其余实施方式与肥料

用量均同传统管理。

[0036] 对比例1

[0037] 不配植任何作物，施肥方式同传统管理，灌溉采用传统大水漫灌，整个生育期内

10-20天灌溉一次，整个生育期灌水8-10次，每次灌水量40方/亩，冬季封冻前进行一次冬灌

至土壤饱和，灌水量60方/亩。其它同实施例1。

[0038] 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各项结果比对如下表1和表2所示。

[0039] 表1：实施例1和对比例1分别对根区耕作层土壤速效养分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

影响

[0040]

[0041] 表2：实施例1和对比例1分别对根区土壤有机质、土壤含水量、土壤容重与枸杞产

量的影响

[0042]

[0043] 备注：土壤有机质、土壤体积含水量、土壤容重、土壤耕作层养分、土壤微生物量

碳、氮，均为2017年7月30日取土样测定(第三次追施肥前)，取样点距离枸杞植株20cm。

[0044] 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1相比，本发明实施例1的根区土壤表层0-40cm有机质平

均提高30.85％，容重平均降低9.95％，土壤结构特性得到明显改良。

[0045] 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1相比，本发明实施例1的根区土壤保持养分的能力有一

定程度的增强，特别是表层0-20cm土壤中速效氮含量提高44.40％、速效磷提高21.53％、速

效钾提高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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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1相比，本发明实施例1的根区土壤微生态环境得到优

化，土壤微生物数量和丰度增加，土壤微生物量碳平均增加5.39-50.70％，土壤微生物量氮

平均增加20.09-22.35％。

[0047] 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1相比，本发明实施例1的第二年枸杞鲜果增产12.59％。

[0048] 实施例2

[0049] 供试枸杞园

[0050] 品种：宁杞7号；树龄：4年生枸杞；行距3米、株距1米；土壤类型：栗钙土。

[0051] 配植萝卜

[0052] 品种：同实施例1；种子未经处理

[0053] 播种时间：2016年8月9日

[0054] 播种模式：同实施例1，但在待播种萝卜行地表下4cm左右预先铺撒一层麦糠，其中

麦糠厚度为5mm左右，宽度为5cm左右

[0055] 枸杞园生产管理

[0056] 灌溉方式：大水漫灌，整个生育期内灌水8次，每次灌水量40方/亩，冬季封冻前进

行一次冬灌至土壤饱和，灌水量60方/亩。

[0057] 施肥方式：同实施例1

[0058] 实施例3

[0059] 配植萝卜时种子经过处理：28℃下使用含有氯吡苯脲和赤霉素的处理剂(水溶液)

浸泡白萝卜种子30分钟，处理剂中氯吡苯脲的含量为0.8毫克/升，赤霉素含量为70毫克/

升。其它同实施例2。

[0060] 实施例4

[0061] 配植时在相邻两行枸杞的相邻萝卜行之间的空闲区撒种菠菜次配行。其它同实施

例3。

[0062] 对比例2

[0063] 不配植任何作物，施肥方式同传统管理，其它同实施例2。

[0064] 实施例2-4与对比例2的各项结果比对如下表3和表4所示。

[0065] 表3：实施例2-4和对比例2分别对根区耕作层土壤速效养分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

的影响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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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表4：实施例2-4和对比例2分别对根区土壤有机质、土壤含水量、土壤容重与枸杞

产量的影响

[0068]

[0069] 备注：土壤有机质，土壤体积含水量，土壤容重，土壤耕作层养分，土壤微生物量

碳、氮，均为2017年7月30日取土样测定(第三次追施肥前)，取样点距离枸杞植株20cm。

[0070] 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2相比，本发明的实施例2根区土壤表层0-40cm有机质平

均提高9.69％，容重平均降低3.25％，土壤结构特性得到明显改良。实施例3与实施例4土壤

表层0-40cm有机质平均分别提高6.59％和12.72％；土壤容重分别降低3.23％和5.72％。

[0071] 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2相比，本发明的实施例2-4根区土壤保持养分的能力有

一定程度的增强，其中实施例2表层0-20cm土壤中速效氮含量提高56.55％、速效磷提高

17.08％、速效钾提高14.28％。实施例3三种养分分别提高49.39％、23.12％和6.00％；实施

例4三种养分分别提高42.24％、29.31％和12.04％。

[0072] 本发明的实施例2-4枸杞根区土壤微生态环境得到优化，土壤微生物数量和丰度

增加。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2相比，实施例2土壤微生物量碳平均增加40.28-68.33％，

土壤微生物量氮平均增加22.35-112.60％；实施例3土壤微生物量碳和土壤微生物量氮分

别提高35.92-40.24％和17.44-132.52％；实施例4土壤微生物量碳和土壤微生物量氮分别

提高31.21-66.63％和43.00-100.00％。

[0073] 与传统生产管理的对比例2相比，本发明的实施例2第二年枸杞鲜果产量增产

6.45％。实施例3与实施例4分别增产3.55％和7.63％。

[0074] 本发明通过配植萝卜，可实现秋季固持土壤养分水分，第二年开春腐解释放补充

枸杞根区土壤养分和水分，同时提高根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枸杞植株根区土壤理化性

状和微生态环境，减少水肥过量施用，达到增加枸杞产量，提高枸杞园肥料及水分利用效

率，同时降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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