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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樱花培育过程中施肥过量现状，通过在主栽品种“染井吉野”樱中开展新型微生物有机肥替代普通

有机肥，利用总氮量为减量指标在“染井吉野”樱容器苗及地栽苗中开展实验，实验以调查取得的常规

施肥量为对照，根据不同林龄苗生长指标测定，衡量不同新型微生物肥减量处理对樱花培育过程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容器苗中，总氮减量20%对于苗木的生长无影响；在地栽苗中，微生物有机肥处理前2a总
氮减量20%对于幼苗生长无影响，地径超5 cm之后则需要增加肥料的施用量，保证苗木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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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cessive fertilization during Cerasus yedoensis cultivation, the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br
https://doi.org/10.12677/br.2021.104059
https://doi.org/10.12677/br.2021.104059
http://www.hanspub.org


魏斌 等 
 

 

DOI: 10.12677/br.2021.104059 448 植物学研究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container seedlings and seedlings planted in the field of Cerasus 
yedoensis by applying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instead of common organic fertilizer to deter-
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rtilizer requirements for seedlings of different ages. Total nitrogen 
amount was used as the fertilizer reduction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container seedlings, 
the amount of fertilizer decreasing by 20% had no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seedlings. In ground 
planting seedlings, the reduction of 20% in the 2 years after treatment had no difference on 
growth. After the ground diameter to 5 cm, the application of fertilizer should be increased to en-
sure the growth needing of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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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农业面源污染成为制约我国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子，其中在农业生产

中肥料施用方法不当、施用量过大等成为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其通过地表径流、土壤侵蚀、农田排水等

方式进入水体，引起水体富营养化[1]、饮用水安全[2]等多种形式的污染。同时过量的化肥使用易造成氮、

磷、钾等元素的积累，形成盐分造成土壤板结，土壤颗粒物理结构改变，限制植物对于营养元素的全面

吸收，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土地的长效利用[3]。为减缓以上不良影响，在研究不同作物需肥规律的基

础上，通过开展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4]等施肥方式可有效减少化肥的使用，但对于土壤物理结构的改

善和菌落微生物组成改良效果不佳[5] [6]。 
微生物有机肥作为新型肥料产品，主要特点为肥料内含有可繁殖的活性菌株，适用性广，通过活化

土壤有机质、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提高脲酶和糖酶的活性、改善土壤团粒结构等方面的作用改善土壤

板结、微生物群落不平衡等问题，提高肥料吸收利用效率，从而达到肥料使用减量[5]。 
针对樱花苗木栽培管理中，查阅樱花施肥报道，指导肥料用量因培育基质、生长区域气候等原因需

肥特点不尽相同[7] [8]，樱花作为宁波地区主要的花木品种，在四明山区域大量种植，且该区域内有皎口

水库、周公宅水库等多个饮用水源水库，通过微生物有机肥替代普通有机肥的方式达到肥料使用减量和

改善土壤的目的，从而减轻面源污染及对引水安全造成的威胁。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地概况 

试验点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高新技术园区育苗荫棚 (29˚48'41''N, 
121˚40'1''E)和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汇绿园林九峰山苗木种植基地(29˚49'47''N, 121˚52'34''E)，两试验点均

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温 16.2℃，年均降水量 1538.8 mm。 

2.2. 供试材料 

选取 2a 生“染井吉野”樱容器苗及 2a 生“染井吉野”樱地栽苗为实验对象。育苗基质为泥炭:蛭石:珍珠

岩 = 5:3:2 (体积比，样本测定含水率为 11%)。普通有机肥选用山东肥迩沃有机肥；微生物有机肥选用南京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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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接种有枯草芽孢杆菌的谷乐丰高浓缩谷氨酸母粒有机肥。具体养分含量见表 1。 
 
Table 1. Nutrient contents of two kinds of organic fertilizer 
表 1. 两种有机肥的养分含量 

品名 全氮(mg/g) 速效磷(mg/g) 速效钾(mg/g) 碱解氮(mg/g) 全磷(mg/g) 全钾(mg/g) 

山东肥迩沃有机肥 5.49 0.194 4.5 0.26 3.26 8.2 

谷乐丰高浓缩谷氨酸母粒有机肥 24.35 519 7.82 1.025 5.73 15.2 

注：有机肥养分的含量均为样品烘干后测定的质量比。 

2.3. 试验设计 

实验时间从 2018 年 5 月开始，分别在“染井吉野”樱容器苗及地栽苗中开展了本次肥料实验。在农

业高新技术园区开展的容器苗肥料试验中，设置 5 个处理，如表 2 所示每处理 3 个重复，每重复设 30 株

容器苗，每年 5 月份按处理施肥 1 次，中途不追肥；北仑区汇绿园林九峰山苗木种植基地“染井吉野”

樱地栽苗试验，共设置 5 个处理，以常规施肥量普通有机肥 1500 g/株作为对照组(CK)。两种苗木的其他

处理按对照总氮量 100%、90%、80%、70%施用微生物有机肥，具体施用量见表 2。常规施肥量以当地

问卷调查统计取得，调查地点 5 个，每地点 100 份问卷，去掉 10%最高值与最低值，计算平均值。于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2 月底落叶后，进行地径生长量的测定。 

容器苗采用 1 加仑容器，体积为 2700 mL，按常规施用量 10%的体积比，经折算每盆容器的使用量

为 310 g。 
 
Table 2. Specific amount of treatments in two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s  
表 2. 两个施肥试验的处理及具体施肥量 

容器苗试验 肥料类型及施肥量 地栽苗试验 肥料类型及施肥量 备注 

CK 普通有机肥 310 g/株 CK 普通有机肥 1500 g/株  

TX1 微生物有机肥 69.9 g/株 TY1 微生物有机肥 338.2 g/株 与普通有机肥等量全氮 

TX2 微生物有机肥 62.9 g/株 TY2 微生物有机肥 304.4 g/株 对照全氮减量 10% 

TX3 微生物有机肥 55.9 g/株 TY3 微生物有机肥 270.6 g/株 对照全氮减量 20% 

TX4 微生物有机肥 48.9 g/株 TY4 微生物有机肥 236.7 g/株 对照全氮减量 30% 

2.4. 测定指标与方法 

对每个处理的植株进行编号并统计株高、地径等生长指标。 

2.5. 数据分析与处理 

试验数据利用 Excel 2016 和 SPSS 20.0 统计分析，用 SigmaPlot 14.0 进行图表制作。采用邓肯氏新复

极差检验法(P < 0.05)进行显著性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处理对“染井吉野”樱地径生长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在所有处理的“染井吉野”樱中，不同年份的生长量比较来看为 2019 年地径生长最快，

试验当年即 2018 年 TX1 处理地径生长量显著大于其他处理及对照，超出对照 13.9%；TX2 处理和 T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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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而 TX4 处理显著低于对照，为对照的 70.7%。2020 年地径生长量在不同处

理间及与对照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Figure 1. Comparison of growth in different years among treatments 
图 1. 各处理在不同生长年份生长量比较 

 

由图 2 可知，不同施肥处理在不同的生长周期内影响基本一致，TX1、TX2 和 TX3 处理生长速度均

大于 CK (对照)，但无显著性差异；TX4 处理的植株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处理及对照，在当年、1a 后

和 2a 后与对照比分别低 29.3%、24.4%和 12.4%。 
 

 
Figure 2. Comparison of growth in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of Cerasus ye-
doensis among treatments 
图 2. 各处理不同生长周期内的累计生长量比较 

3.2. 不同处理对“染井吉野”樱地栽苗的影响 

通过苗圃地栽苗培养过程按处理施用不同量的肥料，比较减少肥料施用量后对“染井吉野”樱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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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由图 3 可知，试验初期选用的苗木地径并无显著差异，但在 2020 年底地径测量结果显示对照与

所有减肥处理均存在显著差异，对照地径生长量大于其他处理。在生长过程中，处理当年即 2018 年生长

季结束后，对照与其他减肥处理相比无显著差异，地径生长量为 TY1 最快，为 3.7 cm；在处理后第 2 年

生长季结束，2019 年测量数据表明，除 TY4 明显低于其他处理外，CK 及 TY1、TY2、TY3 间无显著差

异；在 2020 年生长季结束，CK 生长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比生长量最低的 TY4 高 21%，较微生物有机

肥施用量最多的 TY1 高 7%，表明随着苗木的生长养分需求量也有所增加。 
 

 
Figure 3.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diameter growth 
of Cerasus yedoensis 
图 3. 有机肥处理对“染井吉野”樱地栽苗地径生长的影响 

4. 讨论 

从试验两种肥料的养分含量测定结果来看，微生物有机肥氮含量是普通有机肥的 4.4 倍，在肥料运

输和使用中可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 
微生物肥通过改善土壤条件促进植株吸收，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肥料的施用量，对于产

量无显著影响，且作物品质还得到改善[6] [9]。在试验设计中，根据肥料含氮量设置微生物有机肥施用量

按普通有机肥减量 10%~30%进行设置，通过对幼苗生长的动态监测比较不同施肥量对“染井吉野”樱生

长的影响。“染井吉野”樱在用肥量的总氮水平减少 20%情况下不影响容器苗的生长；在“染井吉野”

樱地栽苗实验中，随着苗木在不同苗龄情况下的需肥量也存在变化，在试验开展的前两年，微生物有机

肥处理与普通有机肥无显著差异，有机肥用量最低的 TY4 为普通有机肥 CK 体积的 15.9%，按总氮含量

测算为原施肥量减施 30%，不影响“染井吉野”樱的正常生长；随着年份的增大，地径增大，试验结束

时减肥量最少的 TY1 与普通正常有机肥施用量相比低 7%，这可能由于“染井吉野”樱随着生物量的增

加，需肥量逐年增加，试验的用肥量设置应相应增加，需根据苗木生长情况调整肥料施用量。通过本次

实验可以得出在容器苗培育早期(3 年内)可通过使用含微生物菌剂的有机肥降低肥料的使用量，在 TX3
处理下可在减量 20%的情况下对于“染井吉野”樱的生长不会造成影响。在地栽苗的培养中，培育的前

两年可以减量 20%使用肥料，在第 3 年开始应相应地增加肥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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