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7 20162016 年 第 7 期

收稿日期： 2016-02-22
基金项目： 信阳农林学院2014年度学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201401012）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 刘 磊（1983—）， 男， 河南安阳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花卉栽培生理和生物技术研究。 E-mail：

swuliulei@163.com。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属毛茛科、 芍
药属多年生落叶亚灌木植物， 是我国特产的传统
名花， 其花色艳美， 气味芬芳， 具有较高的观赏
价值， 被誉为“花中之王”。 牡丹以其雍容华贵、
国色天香的独特气质和繁荣昌盛、 和平幸福的美
好象征， 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园林中的优良花木
和世界流行花卉之一。 无土栽培技术具有节水、
省工、 节能、 省肥、 减少环境污染、 防止连作障
碍、 产品无污染及高产高效等特点， 近年来随着
无土栽培技术在花卉生产中的应用， 一大批花卉
成功实现了无土栽培， 如切花月季、 菊花、 香石
竹、 仙客来、 金边瑞香等。 而作为中国传统名花
的牡丹因其典型的肉质根， 且喜欢比较干燥的土
壤环境， 忌水涝和盐碱， 与其他绿叶菜类和花卉
的无土栽培相比， 牡丹的无土栽培仍处于起步阶
段。 笔者分析了我国近十几年来牡丹基质栽培研
究概况。
1���牡丹栽培基质研究概况
1.1 盆栽基质

牡丹作为我国的传统名贵花卉， 盆栽牡丹一

直深受大家喜爱， 地栽牡丹在进入开花期后可以
年年开花， 但是牡丹在转为盆栽后， 常常表现出
生长不良、 花蕾败育、 开花率低等现象， 从而大
大制约了盆栽牡丹的市场推广。 基质栽培作为无
土栽培的一种， 在牡丹的基质栽培中， 栽培的核
心是基质的选用， 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将牡丹栽培
成功。 张述景等［1�］研究了不同基质对无土盆栽牡
丹花径的影响， 结果表明， 蛭石、 草炭土按体积
比 1∶1 的比例配比和珍珠岩、 蛭石、 草炭土按体
积比 1∶1∶1 的比例配比的配方最好， 珍珠岩、
草炭土按体积比 1∶1 的比例配比的配方次之。 邢
广萍等［2�］对适宜牡丹无土栽培的基质进行了筛选，
认为牡丹栽培基质最佳配方为草炭、 蛭石和珍珠
岩按体积比 0.6∶0.2∶0.2 的比例配比。 朱昌春
等［3�］以牡丹品种赵粉为试验材料， 选用４种基质
材料， 按照一定比例配成 ４ 种栽培基质配方， 研
究其对江南盆栽牡丹花径、 新枝和复叶长度及成
花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基质配方（蜂窝煤渣、 菇
渣、 珍珠岩按体积比２∶１∶１ 的比例配比）处理
的平均花径、 平均新枝和复叶长度最长， 成花率

摘要： 分析了我国牡丹栽培基质研究概况， 指出了牡丹基质栽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对牡丹基质栽培的
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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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并且其基质疏松， 透气性好， 氮磷钾含量
高， 且成本低廉， 是牡丹较为理想的基质配方。
荆延德等［4�］以牡丹品种朱砂垒为试验材料， 采用
多元统计中主成分分析法、 聚类分析法， 对 20 种
栽培基质配方进行了优劣等级的划分， 认为当基
质配方中草炭、 蛭石、 珍珠岩按体积比 4∶3∶1
的比例配比， 且蛭石的粒径是 2.5～5.0�mm， 珍珠
岩的粒径是 1～3�mm 时， 朱砂垒的长势最好。
1.2 牡丹基质栽培营养液配方

除栽培基质外， 营养液也是牡丹基质栽培的
核心。 智利红等［5�］以牡丹品种洛阳红为试材， 研
究了牡丹无土盆栽对氮、 磷、 钾的需求规律， 认
为牡丹无土盆栽条件下最佳施肥方案是Ca（NO3）2·
4H2O�1.0～4.0� g/L、 NaH2PO4·2H2O�0.8� g/L、 K2SO4�
0.6�g/L， 在该施肥水平下， 牡丹的最大花朵直径为
16.57�cm， 单株最多花数为 8.58 朵， 单株花期最
长可达 12.16�d 。 徐海霞［6�］以牡丹玉板白、 紫霞
仙、 春红争艳 3 个品种的 4�年生嫁接苗为材料，
通过盆栽试验， 认为采用体积比 3∶1∶1 的花生
壳粉、 蛭石和珍珠岩的基质配比， 2‰浓度的
KNO3� 1.28�mmol/L、 KH2PO4� 1.10�mmol/L、 MgSO4·
7H2O�1.00�mmol/L、 CaSO4·2H2O�4.00�mmol/L 的营养
液配比， 采用盆底给液的营养液施用方法， 对传
统盆栽牡丹品种可以进行牡丹的无土盆栽。
1.3 牡丹植株内矿质元素分布规律研究

一些研究者对牡丹体内矿质元素的富集、 分
布规律进行了研究。 席玉英等［7�］研究了 10 种无机
元素在矮牡丹体内的分布规律， 认为无机元素在
矮牡丹体内的含量大多以叶和根为最多， 叶柄中
最少； 矮牡丹对必需元素 K、 Mg、 Fe、 Cu、 Zn 有
较强的吸收富集能力， 但对有害的重金属元素 Cd、
Pb 吸收也较大。 元素间相关分析表明， Cd、 Cr、
Mn、 Ni、 Pb、 Cu、 Fe、 Zn 都有较好的相关， 而
K， Mg 与 Cu、 Fe、 Zn 的相关不显著。 张新勇
等［8�］对盆栽牡丹与地栽牡丹不同生育期不同部位
大量元素含量变化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叶片中，
盆栽牡丹和地栽牡丹大量元素的年周期变化规律
基本一致， N、 P、 K 含量不断下降， 而 Ca、 Mg
总体呈上升的趋势。 在新茎中， 盆栽牡丹和地栽
牡丹 N 元素年周期变化都是先逐渐下降， 到落叶
期含量迅速上升； P、 K 元素， 含量逐渐下降；
Ca、 Mg 元素含量不断上升， 盆栽牡丹 Ca 含量明
显低于地栽牡丹同期水平。 在老茎中， 地栽牡丹
老茎中的 N、 P、 K 元素含量在落叶期都有不同程
度的上升， 盆栽牡丹则仍处于下降的状态， 且两

者 Ca、 Mg 元素年周期变化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
势。 这些研究对于牡丹基质栽培营养液配方的设
计以及合理施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牡丹基质栽培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对牡丹栽培基质的系统研究

目前国内的牡丹栽培基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现有栽培基质材料， 如草炭、 蛭石、 珍珠岩、
椰糠、 花生壳粉等按照不同的比例组合［9�-�10�］， 以
土壤或腐殖土为对照， 然后比较牡丹在不同配比
基质中的栽培效果， 对照研究结果发现， 一方面
得出的结论不同，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
实验室阶段， 并没有大规模的应用于生产实践，
距离牡丹工厂化基质栽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2 缺乏牡丹无土栽培专用营养液的研究

纵观牡丹基质栽培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 牡
丹基质栽培在营养液的选用方面， 一般采用霍格
兰和施耐德配方、 氮磷钾混合肥液或者参考其他
花卉无土栽培的营养液配方［10�］， 并没有研制出针
对不同牡丹品种基质栽培的营养液。 此外， 在施
肥时间、 施肥次数、 施肥方式等方面也没有形成
一套完整的、 标准化的施肥体系。
2.3 缺少对牡丹根系环境的系统研究

牡丹为典型的肉质根， 进行无土栽培后改变了
根部原有土壤环境， 如何满足根部对水、 肥、 气、
热的要求， 直接影响到牡丹基质栽培的成功与否。
2.4 缺乏对适宜牡丹基质栽培品种筛选的研究

目前牡丹基质栽培的品种主要有银红巧对、 璎
珞宝珠、 似荷莲、 胡红、 鲁菏红、 胜葛巾、 雪塔、
凤丹白、 洛阳红、 乌龙捧盛、 朱砂垒、 赵粉等。 牡
丹因品种不同， 其植株的高度、 根型也不一致， 究
竟哪一类牡丹适宜于无土栽培仍需深入研究。
3���展望

牡丹基质栽培作为一项崭新的栽培方式， 在
我国虽然起步较晚， 但其符合花卉轻型化、 微型
化、 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是牡丹走向国际市场的
必备条件， 前景极为广阔。 今后应重点加强适宜
基质栽培的品种筛选， 建立和完善牡丹基质栽培
的施肥体系， 制定出一整套牡丹基质栽培技术规
程， 真正实现牡丹基质栽培由实验室走向大棚、
温室， 进入千家万户， 为我国盆花的出口创汇以
及世界花卉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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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县是一个农业县， 农业生产受干旱威胁，
春旱、 伏旱、 秋旱频发， 十年九旱是常态。 武山
县的浅中山半干旱山区海拔 1�500～1�850�m， 耕地
面积约 1.36 万 hm2�， 人口约 23.6 万人， 分别占全
县耕地面积和人口的 38%和 50%。 区域内≥10�℃
积温 3�100�℃， 降水量 400～450�mm， 且季节降水
分布不均， 主要作物生长期与降水期严重错位，
油菜、 小麦收获后的 6�—9 月降水约占全年降水的
50%以上［1�-�2�］。 武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以地膜覆
盖、 全膜双垄沟播等技术为平台， 以冬小麦茬、
油菜茬复种短茬蔬菜为切入点， 不断试验、 筛选、
创新， 形成了适合半干旱山区自然气候特点， 高
效、 优质、 生态的旱作农业系列种植模式［3�-�5�］。
全膜豇豆—冬油菜—全膜豇豆模式为其中效益最
高的种植模式， 该模式两年三熟， 全膜豇豆产值

60�000 元 /hm2、 冬油菜产值 12�000 元 /hm2、 总产
值 132�000 元 /hm2 以上、 年产值 66�000 元 /hm2。
由于实现了土地周年地膜覆盖， 做到了有限自然
降水的集蓄、 入渗、 保墒、 利用， 最大限度减少
了风雨对土壤的侵蚀， 大大降低了水土流失， 具
有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该种植模式已作为武
山县精准扶贫富民产业措施在全县适宜区推广。
1���茬口安排

4 月中下旬播种全膜双垄沟播豇豆， 8 月上中
旬收获结束后， 于 8月下旬至 9 月上旬在豇豆原膜
上点播冬油菜， 翌年 6月上旬油菜收获后整地， 复
种全膜双垄沟播豇豆， 9月中下旬豇豆收获结束。
2���全膜豇豆栽培技术要点
2.1 整地施肥

前茬作物冬油菜收获后， 若土壤墒情好， 立

武山县半干旱山区全膜双垄沟播豇豆复种冬油菜
豇豆高效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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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茬口安排、 全膜豇豆栽培技术要点、 穴播冬油菜栽培要点等方面介绍了武山县半干旱山区全膜双
垄沟播豇豆收获后原膜复种冬油菜， 冬油菜收获后整地复种全膜双垄沟播豇豆高效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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