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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果树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为了保证果树

的产量和品质，需要因地制宜，做好果树的营养管理、

土壤管理，合理施用肥料，实现栽培管理各环节的有效

把控，创设优产、高产、稳产的生长环境，进而创造更

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果树属于多年生经济作物，不

同地区的果树生长习性和营养特点存在显著差异，这就

导致果树施肥管理、土壤管理等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果树具体栽培管理中，应契合果树营养需求合理施

肥，并落实土壤管理和改良工作，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

量，满足果树生长的营养需求，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

综合分析研究果树营养、施肥、土壤管理和改良相关内

容，有助于增强果树栽培管理水平，为后续相关生产活

动高效展开提供坚实保障。

一、果树营养与施肥类型

（一）果树营养物质和来源

结合长期研究和实践，果树生长需要的物质大概有

16种左右，其有氧、氮、氢、碳、钾、磷、钙、硫、

铁、镁、硼、锰、锌、铜、氯、钼，在每年果树生长周

期中，此类元素是果树发芽、开花、结果必不可少的物

质，任何一种物质含量不足，都可能影响到果树的生长

发育。通常情况下，碳、氢和氧主要是在良好的光照条

件下，果树叶片光合作用下，可以生成有机碳水化合

物，并且向自然界释放一定量的氧气。其他营养元素，

通过根系和叶面向外界吸收即可，但由于不同果园的生

长环境有所不同，每年分解矿化与释放的多类型营养元

素量有所差异，可能无法满足果树生长需要。所以，在

果树栽培管理中，每年需要通过施肥来满足不同养分需

要，以便于满足果树每年生长周期的养分需求。

果树不同生长环境需要的养分需求量有所不同，依

据不同需求量针对性施肥，伴随着科技飞快发展，市场

上涌现出很多硒、硅等元素合成制作的肥料，但是却将

其错误的称之为微量元素，实质上是有所偏颇的，应该

将其归入有益元素范畴。通常情况下，果树生长需要的

大量元素，可以通过土壤中施用实现，但中微量元素除

了土壤施用以外，还可以选择叶面喷施方式，以便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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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土壤营养成分，避免肥料浪费的同时，满足果树生长

的养分需要。不同营养元素的功能有所不同，彼此之间

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种元素缺失，都可能诱

发病虫害问题。果树生长中由于氮元素缺失，生长速

度会逐渐放缓，叶片发黄，养分缺失导致果树生长萎

靡；缺少铁元素，可能患上黄叶病；锌元素缺失，容易

诱发小叶病；钙元素缺失，影响到果树根系正常的生长

发育，果实变小。树的主要虫害，成虫在果实萼洼区域

产卵，幼虫在果面上爬行，遇到合适位置咬破果皮进入

内部，导致果实变成畸形，没有经济价值。在幼虫出土

盛期喷施药物，采用辛硫磷 1000 倍液与其他杀虫剂联

合喷施消灭出土羽化幼虫；红蜘蛛防治，果树发芽后，

采用 150 倍液 45%的晶体石硫合剂进行喷施，可以起

到消灭红蜘蛛和金龟子虫害额的作用，开花后可以使用

0.3～0.5 波美度石硫合剂防治红蜘蛛，喷施 2500 倍的功

夫灭扫利可以杀死食叶虫，防治红蜘蛛。因此，需要依

据果树生长需要来及时补充营养元素，并通过喷施药物

的方式来更好的防控病虫害。

果树生长发育中，依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有机肥料

和无机肥料，其中无机肥料包括钙镁磷肥、氯化钾等肥

料，同时需要定期喷洒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控，以此来创

设适宜果树正常生长发育的环境。但是，果园土壤由于

自然发展，每年会出现矿化分解，并释放不同量的营养

元素。所以，在果树施肥中，并非是每年均需要补充所

有的元素，而是要除了必要的氮、磷、钾肥料以外，其

余微量元素可以依据果树生长情况和土壤养分含量情况

动态调整施用量，避免肥料浪费，对果树生长发育产生

反作用。

（二）果树的肥料类型

1.有机肥料类。常见的有机肥料有鸡粪、人粪、牛粪

干，土杂肥、塘泥、河泥以及绿肥等。

2.无机肥料类。无机肥料类，包括有氯化钾和硫酸

钾等无机钾肥；钙镁磷肥、过磷酸钙等无机磷肥；硫酸

铵、尿素和氯化铵等无机氮肥等；氯化钙、硝酸钙等钙

肥；硫酸锰、硼酸、硫酸锌、硫酸亚铁、硫酸镁、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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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等无机肥料。

3.生物菌肥料。此类肥料主要是以细菌为主，包括林

溪郡、生物固氮菌、钾细菌等，不同生物肥料经过不同

培养机制繁殖后，混合配置固态或是液态的生物肥料。

通常情况下，液态肥料通过喷施施用，固态肥料则是在

土壤中混合施用。市面上常见的生物固态肥料中，为了

充分发挥有效性，其中经常会混入一些有机成分和无机

化肥。由于生物肥料是一种无副作用、无公害的清洁肥

料，可以满足多类型果树施肥需要。但此种肥料的见效

速度缓慢，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肥料施用效果。

4.果园绿肥。关于果园绿肥，依据果树的生长环境，

可以在果园周围闲置土地耕种豆科植物，在生长到初花

时期将其留茬刈割集中作肥，或是将其翻耕与土壤混

合在一起，形成绿肥，在果园中施用。绿肥除了此种方

法以外，也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来树盘覆盖、生草栽培利

用。果园闲置的土地用于生产绿肥，可以将科研成果转

化应用，满足果园的废料需求，在改善果园生态环境的

同时，促使果树健康生长发育，增产增收，并避免水土

流失。

5.沼气肥料。作为果树生长所需要的常见废料，通常

是将其施加在果树根系，依据沼气池产生沼气的原理，

将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以及杂草等有机废气物倒入沼

气池，通过发酵来产生甲烷、氢气等可燃气体，作为一

种清洁燃料使用。沼气肥料通常是经过发酵处理后，其

中含有很多无机营养成分，其中当属氮素含量最高，氨

基酸态存在，施用后可以被果树直接吸收，促进果树生

长发育。一般情况下，沼气池的水液经过静置沉清后，

作为叶面肥来直接喷施在果树叶面上。

二、果树施肥时期、方法与数量

（一）果树施肥

在果树施肥阶段，为了满足不同阶段的施肥需要，

通常是在发芽前、落果后到果实膨大着色前、果实采收

后几个阶段。

1.发芽前期施肥阶段。在此阶段，为了满足果树生

长需要，主要是施加无机氮素肥料，可以满足果树生长

养分需求，避免开花质量差、落果严重情况。在果树的

器官中，当属花中氮素含量最高，如，苹果树，花中氮

素含量大概为 5%左右，叶片中氮素含量最高不超过 2%，

也正是这一特性，为了保证开花质量，在发芽前施加无

机氮素肥料。如果果树存在小叶病，发芽前喷施 3%的

硫酸锌水液，可以起到防治小叶病的作用。如果落果严

重，可以在盛花期喷施 0.5%～1%的硼砂溶液，混入 0.5%

的尿素混合喷施，可改善落果效果更佳。

2.落后到果实膨大阶段。果树开花和结果，养分需

求量逐步增加，需要施加大量的氮、钾营养元素，少量

施用磷素。通常情况下，落后停止到果实成熟有细胞分

裂期和细胞膨大期。在果实生长第一阶段，如果钙素和

氮素营养物质缺失，将会影响到幼果生长效果，最终产

量减少。第二阶段，钾素营养物质缺失，果实品质将会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多表现为果实表面着色较差，含

糖量不足等情况。站在追肥阶段，可以分为两次追肥，

一次是高氮、中钾，一次是偶低氮高钾。通过两次追

肥，促使果实膨大，改善品质。开花后的 20 ～ 35d之

间，应该喷施钙肥 2次，间隔 5～ 7d左右。在这个过程

中，如果果树出现黄叶病，可以喷施 0.5%的硫酸亚铁溶

液，具有良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3.果实采收阶段。在这个阶段，应该结合不同果树品

种和生长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收时间。一般情况下，基

肥施用大概在每年的 9月中下旬到 11月初期最佳。果实

采收后，应该及时补充重肥。此阶段的施肥至关重要，

对于一些生长周期短的果树品种，基肥施用十分重要。

果实采收后，其他果树器官已经停止发育，但根系仍然

处于发育阶段，具有较强的吸水吸肥能力。因此，为了

快速补充营养来恢复果树生长状态，储藏更多养分，为

来年果树生长创设有利条件。很多农户由于自身理念陈

旧，习惯了每年早春或冬季施肥，此种方法是非常不合

理的。

（二）施肥方法

对于果树栽植后期并未结果的树木，通常是每年生

长期追加 2次无机速效化肥，以氮肥为主，磷肥和钾肥

次之，也可以不需要施加。通常情况下，每年 4月中旬

到 6月中旬是最佳的追肥时期，第一年可以在树干中

心环状沟式进行，距离树干 20cm开环状，沟深度大概

10cm，宽度则是 20cm，将肥料在沟底均匀施加，填土后

浇水 1次；随后每年逐步向外扩修环状沟，依据实际情

况施加混合肥。

对于成年结果园，可以在前两年果树株开沟施肥，

以后的每年可以在每行数两侧开沟施肥，为了节省时

间，也可以每年在果树一侧开挖施肥沟，深度大概是

30～ 35cm，宽为 25～ 30cm。

乔化成年果园，选择半月形或放射形开沟施肥，沟

深 15cm、宽 30cm。一般情况下，对于苹果树之类的高大

果树，应适当地增加基肥施用开沟深度，杏等较矮的果

树以及葡萄，可以适当地减小施肥沟深度，大概 30cm左

右最佳。

三、果园土壤管理和改良

（一）果园土壤管理

1.清耕法。清耕法是指对果园土壤地面定期翻耕灭

草，不需要间作农作物的一种土壤管理方法，但此种方

法较为落后，尽管可以让土壤完全处于休闲恢复状态，

但翻耕灭草后可能会大致土壤有机质含量无法得到及时

补充，降低土壤肥力，长此以往容易加剧水土流失问题。



188 农家科技

农 业生态
NONGYESHENGTAI

2.生草法。生草法在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升土壤有

机质含量方面效果显著，主要是在果树行间播种多年生

豆科植物，也可以混合播种牧草植物，定期收割盘坐覆

盖材料。收割后草地追加无机肥料，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加剧土壤团粒结构形成，对于提升果树品质和产量

有着积极作用。此种方法的缺点是会增加果树和生草之

间的矛盾冲突，相互竞争水肥，并且长期生草会增加果

树根系上翻问题出现。

3.清耕覆盖作物法。此种方法是指每个年周期中，

一段时间令土壤休闲，保持清耕状态，另一时期播种作

物。通常早春和冬季令土壤保持休闲状态，初夏播种短

期作物，秋季收获。可以满足果树生长所需营养物质需

求，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促进无机氮素有机营养物

释放，改善土壤那个肥力。同时，还可以吸收土壤中多

余的水分、养分，果实品质提升。但此种方法需要每年

耕种，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二）果园土壤改良

果园土壤改良方法多样，大致可以划分为物理改

良、生物改良以及水利改良几种。物理改良方法较为常

见，是针对土壤半截透气性差以及土壤结构不良的果

园，通过施加肥料和深翻的方式予以处理。沙地果园，

可以适当地加入一定量的河泥，如果是土壤过于黏重

的，则选择以掺沙处理。尽管此种方法需要费时费力，

但效果却是显著的，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土壤质地结构不

合理问题，增强土壤透气性和保水保肥性。水利改良，

对于地下水位过高的果园，通过开沟排水的方式引水灌

淤，如果是眼睑地区的果园，通过引水来冲盐，将盐碱

地土壤对果树生长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生物改良，通

过大面积种植绿肥作物，或是增加有机肥施用量，有助

于土壤逐步熟化。如，沙土中多是细小沙粒，有机质含

量偏低，很容易出现旱涝问题，因此可以施加有机肥，

滋生有机质与腐殖质，具有增强沙土黏结的作用，并形

成更加稳定的团粒结构。此种方式有助于增强土壤水分

和肥料吸收效果，创设有助于果树生长的有机质土壤。

除了上述土壤改良方法以外，还可以根据果园的不

同情况灵活调整，对于新建果园，幼苗在之前依据设计

要求来开挖栽植沟，规划多个园块，每个园块开挖一条

条通沟，宽度和深度大概在 80 ～ 100cm范围内。通过

表土与底土分开在两侧，在沟中施入肥料，然后覆土，

以提高土壤肥力。双层施肥法应用效果较为可观，沟底

加入一定量农作物秸秆，然后加入磷肥，回填表层土

25～ 30cm左右，作为第一层。第二层则是施入充分腐熟

的有机肥，可以是牲畜的粪便，然后施用三元复合肥，

最后回填土，压实。在此基础上，即可栽种果苗，充分

浇水灌溉。成年果园深翻施肥，此种果园的树木已经定

型，结果到达顶峰。为了进一步促进果树根系生长延

伸，具备更强的养分吸收能力，可以选择深翻改土的方

式予以处理。具体做法是开挖一条和每行果树长度相等

的条状沟，深度 60 ～ 80cm，宽度为 50 ～ 60cm，借助机

械设备开挖处理，可以有效降低工时耗力。沟底放入农

作物秸秆或杂草，然后施入磷肥，回填表层土壤；施用

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加入一定量磷肥和钾肥；最后回

填土，压实，充分浇透水。

四、结束语

总的说来，在果树栽培管理中，应该高度重视果树

的营养管理、施肥管理和土壤管理，因地制宜，实现各

个环节科学化管理。通过此种方式，为果树营造有利的

生长环境，提升果树的抗病虫害能力，最终实现果树产

量和品质自然有效提升的目标，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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