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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绿化环保、生态修复已成为社会主旋律，而城市园

林景观和土壤改良在绿化及生态修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

以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但在实践中发现，多数园林景观土

壤存在问题，倘若不进行土壤改良，将会对植物生长造成直接

影响，对生态修复效果也至关重要。因此，根据已施工工程就

土壤改良相关技术及应用进行探究，望可为相关工作人员带来

一定启发，实现土壤改良及生态修复。

一、项目概况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当中，河流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比如黄河、长江，而在泾河新城中也存在着一条对于人们意

义重大的河流，它可以代表城市的历史发展底蕴，它就是泾河

新城的母亲河“泾河”。对于泾河新城来说，泾河就是城市的

发展源泉，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住自己的母亲河，泾河新城的

相关政策的颁布也是表现了泾河对于他们来说的重要性。对于

泾河来说目前最主要的是如何保护河流的生态环境，对于环境

的保护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也需要加强城市的居民环境绿化的

工作部署。泾河新城在泾河治理总长度达17.5千米。工程范围

为主河槽至"堤-滩分界线"。

工程区处于泾河河漫滩和泾河一级阶地上，地形一般较平

坦。区内泾河总体流向东南，河道河曲发育，河床宽一般

100～200m，局部发育有河心滩。河漫滩宽一般 30～300m，

地面高程369.5～374.5m，向下游及河床缓倾，现多为耕地或

荒地，局部有挖采砂卵石而形成的坑、塘及土堆；一级阶地地

形平坦，地面高程 375～380m。

根据泾河新城泾河滩面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初步设计阶段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部分土壤土样pH值表中达8.62-9.5，已达

强碱性或极强碱性土。

二、城市园林景观土壤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项目土样试验分析及其他区域调查发现，我国城市

园林景观壤存在以下问题：

1、城市土壤存在区域性差异。我国拥有着960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而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所

以其存在区域性差异。如：南北方的土壤差异十分鲜明，南方

多为酸性土、北方多为碱性土，内蒙古、陕北等区域较多为沙

性土，适合种植不同的植物。

2、现阶段的城市对于绿色土壤带来的很大的污染，改革

开放后，发展成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所以各项市政建筑应势而

生。而这些市政建筑和各种农药的使用会对绿化土壤造成严重

污染和破坏，对于大部分的植被而言都是有害的物质。

三、本项目部分土壤主要存在的问题

通过测土数据和现场查看，现总结为:部分土壤碱化严重，

严重影响移栽成活率。现将土壤碱化问题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进

行详细分析：

土 壤 pH 值 ，

土壤含盐量，灌

溉 水 的 含 盐 量 ，

硬度直接影响到

植物移栽后对新

环境的适应能力。

盐碱地的pH值或盐分含量高，造成植物的“生理干旱”，

出现枯萎或“烧苗”现象。高浓度的盐分干扰植物对养分的吸

收，会破坏植物对其他离子的吸收，造成植物营养紊乱。而对

于植物而言，如果土壤中钾离子的占比过高就会十分影响植物

的生长和吸收，这样就会导致植物病发性的缺素症，如果是土

地中的含盐碱的占比过高，就会导致植物在土壤中会十分难以

吸收养分，使植物产生缺磷、缺镁、缺钙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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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壤原有性状被破坏，城市绿化土壤存在旱、瘦、沙、盐碱等问题，导致植被无法健

康生长，园林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如何进行土壤改良成为相关部门和未来生态修复技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

题。鉴于土壤改良需要采用一定技术，所以本文就土壤改良相关技术及其应用进行探究，旨在通过土壤改良工作为植物

生长、生态修复、绿化功能发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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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的说就是如果有一片土地中的盐碱含量过于高的话，

就会让土地中的植物难以吸收养分，从而造成植物的枯萎，降

低植物的生存率。

四、盐碱地土壤改良方法

在盐碱占比过高的土地中种植绿化会有很多的难题，最主

要难以解决的就是在土壤中的可溶性盐分处理。需要依据盐水

之间的运动规律来进行处理解决，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不断

灌溉的方式利用水分让土壤中的盐分都被排走。再建立一个阻

断层，这样就会让地下的含盐水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位之

内，可以有效的防止再次盐化的效果。

1、盐碱原土改良绿化施工技术

对于盐碱化的土地处理，最首要解决的就是土壤的改善，

一定要控制住土壤中盐离子的占比。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需要

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制定合适的解决方案。比如对于绿化土壤的

面积大小的差异，还有不同的场地条件和绿化功能的差异。接

下来就是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常见的土壤改良措施。

（1）淡水洗盐

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水资源来控制土壤中的盐分占比。但

是该方法对于土壤位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是需要在

较为高的地理位置才会比较有效。该方法的主要操作流程是：

先将土壤翻挖，进行暴晒处理，然后再浇灌淡水，这样的操作

一直重复三到五次，之后在进行植被的种植。当水分被充分的

灌溉的土壤中之后，其含有的盐分就会被稀释排走。在这样的

情况下再种植植物就会给植物一个更为合适的生长环境。

（2）生物改盐

这种方法易操作，就是将需要种植绿化的土地进行地形整

理、再深翻，后灌溉淡水。等到播种期后播入种子、绿肥

即可。

其实在大自然中，有很多种植物是能够适用盐分较高的土

壤。这一类群植物统称为盐生植物。实践证明，在盐渍土上种

盐生植物和抗盐植物，能够使盐渍土脱盐。另一些盐生植物，

如罗布麻、沙枣、枸杞等是泌盐植物，这些植物能够最大限度

吸收土壤中的盐分。在含盐量1%的土壤中，这样的植物还能

够进行生长，且经过一段时间生长后，土壤含盐量可减少约

9%~13%。盐生和耐盐植物，特别种植绿肥植物，不仅能够使

土壤脱盐，且能够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这能够最大限度

的提升土壤中的有机物，使土壤更加的肥沃。

盐渍化土壤一般都比较贫瘠，其微生物群落结构较单一，

缺少固氮菌、磷分解菌及钾分解菌等一系列有益微生物菌，造

成植物根系无法正常吸收养分，本方法通过对植株根部施加自

行配置的复合微生物菌剂，不仅可以增加植株的抗性，而且可

以优化土壤结构，使土壤更加适合植物的生长。

（3）化学改良

根据查阅资料，我国从九十年代开始就不断的研究各种不

同类型的肥料，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都有。这些肥料对于

土壤中的盐碱含量的处理方法原理主要就是对于酸碱中和的利

用。利用其中的化学原理，降低土壤中的盐碱含量，改善土地

的质地，使土壤养分和营养变成可利用状态，使其更加的

肥沃。

（4）铺设暗管排水

对于地理位置较低，排水较差的地段来说在，这是十分合

适的解决方法。

（5）增施有机肥料对盐碱土壤改良作用

绝大多数的病害盐碱土板结、贫瘠、肥力低下，改良盐渍

土、增施有机肥是不可缺少的措施。多施有机肥可使土壤变得

疏松、孔隙度大、表观温度低，土壤水分、物理性能和结构得

到改善，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此

外，在肥料中富含的酸性物质，对于土壤中的碱性物质来说，

就是最好的解决手段。不仅能够降低土壤中的含碱量，也能让

土地中的碳酸钙得到分解。让钙、钠相互作用而置换出交换性

钠离子。有机质含量越高，抑制水盐运动的作用越强。因此，

增施有机肥是改良盐渍土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施肥当中选择有机肥料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在有机肥中

是存在十分繁多的种类的， 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动物的粪便，

当然在使用前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的，还有就是各种植被

的腐烂物也是不错的有机肥选择。

（6）地面覆盖

使用一些农作物的秸秆、杂草、锯末、树木枯枝及落叶等

对于需要处理的土壤进行覆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治理方法。首

先它能让土壤中水分的蒸发变的更为缓慢，其次就是可以让地

表的积水可以做到有效的疏导，更加便利与进行灌溉和积水的

渗入，提高洗盐效果。可大量增加土壤腐殖质，降低土壤pH

值，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为了确保覆盖效果，覆盖

物的散铺厚度以10cm以上为宜。

在良好的排灌条件下，采取深耕、洗盐，结合增施有机肥

或种植绿肥等措施，使轻度或中度盐碱得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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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项目采用化学及物理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1）在土地治理当中，可以改善和施肥同时进行，利用酸

碱中和的原理，在土壤中加入大量的酸性肥料，如磷酸二氢

钾、硫酸铝、硫酸钾、过磷酸钙、硫酸亚铁、硫酸铵、硝酸

铵、硫磺粉等，可以有效的削减土壤中的碱性含量。

（2）多施有机肥及微生物菌剂，改善土地的肥沃程度，可

以在土壤中施加腐烂熟度较高的有机肥料、功能性、活性高的

微生物菌肥等。

（3）栽植地被植物土壤改良：根据植物生长最适合的有机

质含量在1.3-1.7%之间。

① 整理好地形后，用旋耕机深翻30cm以上，每亩使用酸

性肥料，土壤调理剂，有机无机复混肥（含N、P、K有机质和

有益菌），在旋耕时充分旋耕。

② 用水车浇水。第一次：使用根益生+亿菌突起，二次稀

释后倒入水车进行浇灌。

③ 此后每次浇水尽量不浇空水，每车可加入根益生+亿菌

突起，或者一年使用3-5次。

④ 第二年后每年采取绿篱草花等营养补充促进生长方案

至少1次。

（4）对于不同的植被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不同的土壤改良

方案，如乔灌木，对于改良的土壤深度要结合树球的种植深度

确认。

① 树穴大小一般按照树木胸径的10-15倍挖坑，种植坑

（穴）内壁应垂直于地面，即上下口大小一致，避免将种植坑

开挖成锅底状。深度不宜过深，一是为土壤下沉留出空间，二

是盐碱地地块最好适当高植。

② 根据树穴大小，在树穴底部撒施土壤调理机3-5斤，

和底层土进行混合。如之前栽植过苗木重新栽植的，要进行杀

菌处理。

③ 根据苗木大小，使用土壤调理机与回填土进行混合，

扶正苗木后进行回填，逐层压实。（10公分树为例，每棵树使

用土壤调理机10斤，宜多不宜少）

④ 灌根。以10公分树为例，每棵树使用根益生100g+亿

菌突起50g。间隔10-15天灌根1次，连续灌3次。

（5）苗木地被等植物栽植完成后，使用根益生+亿菌突起

进行浇灌。乔灌木逐棵灌根，地被植物可随水浇地使用。

（6）本项目通过技术改良后，经过一年半的时间验证，乔

灌木成活率达到96%以上，地被在活率达到94%以上。

项目盐碱地改良前后pH值对比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城市园林景观土壤改良及生态修复

已成为工程施工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因其在园林绿化、作物

生长及生态修复方面息息相关。在有类似工程须进行土壤改良

时，相关人员需要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逐步推进原则，并

选用适合的技术进行土壤改良。比如，在应用物理性改良技术

进行土壤改良时，相关人员需从枯枝树叶、腐熟有机化肥、合

理耕作及浇水三个方面入手；在应用化学性改良技术进行土壤

改良时，相关工作人员可将施用肥料、种植植物当做入手点；

在应用生物学改良技术进行土壤改良时，相关工作人员可采用

使用微生物肥料、合理耕作、设置菌根三个方法。如此，才可

使土壤得到改良，满足植物生长需求，实现植物的健康生长以

达到生态修复的目的，给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一些参考，将园林

景观的绿化效果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园艺，2018(15):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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