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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基肥：采果后的秋末至冬初施

基肥，施肥量占全年的60%‑65%；（2）壮花肥：开花

前每亩施复合肥和硼锌肥各17  kg，施肥量占全

年的5%‑10%；（3）稳果肥：幼果硬核期后每亩施水

溶性复合肥17‑34  kg和钾肥17  kg，每株施水溶

性复合肥0.5‑1kg和钾肥0.5  kg，施肥量占全年

的15%‑20%；（4）壮果肥：果实成熟采收前每亩施

高钾复合肥17‑34  kg，每株施0.5‑1kg高钾复合

肥，施肥量占全年的5%‑10%。本发明方法使成年

李树施肥管理更加科学合理经济有效，达到连年

优质、丰产、稳产，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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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基肥：采果后的秋末至冬初施基肥，每亩施有机肥680‑1020kg，平均每株施有机肥

20‑30kg；施肥量占全年的60％‑65％；

(2)壮花肥：开花前每亩施复合肥和硼锌肥各17kg，每株各施0.5kg复合肥和硼锌肥；施

肥量占全年的5％‑10％；

(3)稳果肥：幼果硬核期后每亩施水溶性复合肥17‑34kg和钾肥17kg，每株施水溶性复

合肥0.5‑1kg和钾肥0.5kg；施肥量占全年的15％‑20％；

(4)壮果肥：果实成熟采收前每亩施高钾复合肥17‑34kg，每株施0.5‑1kg高钾复合肥；

施肥量占全年的5％‑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成年李树树

龄在6年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有

机肥为沤制腐熟的鸡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有

机肥的施肥方法为穴施方法，穴深40‑5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和(3)

的施肥方法为沟施方法，沟深10‑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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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果树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肥料是果树的粮食，是果树生产管理中重要的技术措施，果园施肥的种类、数量、

时期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果树生长、产量、果品质量及经济效益。不同果树的需肥特性不

同，施肥方法亦不同，如何根据果树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科学施肥，是实现果园提质增效的

基础。

[0003] 李属蔷薇科李亚科李属植物，全世界广泛栽培，其中中国李是栽培种中最大的一

个种。李酸甜适度，风味极佳。但目前生产上李多为加工，鲜食李品种较少，且李树栽培管理

粗放，特别是施肥技术缺乏，生产上存在土壤有机质偏低，化肥使用过多；大量元素与微量

元素配合不当，施肥不足和超量并存，导致土壤养分失衡，缺乏和过量并存；施肥时间不当，

导致肥效后移或后期脱肥；施肥方法不当，施肥方式单一，施肥深度不合适等问题造成果园

肥料利用率低，肥料浪费惊人，导致产量低、品质差。目前关于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研究

较少，本发明是根据多年生产实践经验，总结了一套适合成年李树周年施肥的方法，该方法

确定了成年李树施肥时期，施肥种类以及施肥数量，使各养分供给平衡、科学合理有效，使

李树达到连年优质、丰产、稳产，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该方法科学合理、经济有效，是成年李果

园达到连年优质、丰产、稳产的有效途径，可使果农经济收入稳步增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基肥：采果后的秋末至冬初（11月‑12月）施基肥，每亩施有机肥680‑1020  kg，

平均每株施有机肥20‑30  kg，施肥量占全年的60%‑65%；

[0008] （2）壮花肥：开花前每亩施复合肥和硼锌肥各17  kg，每株各施0.5kg复合肥和硼锌

肥，施肥量占全年的5%‑10%；

[0009] （3）稳果肥：幼果硬核期后每亩施水溶性复合肥17‑34  kg和钾肥17  kg，每株施水

溶性复合肥0.5‑1.0kg和钾肥0.5  kg，施肥量占全年的15%‑20%；

[0010] （4）壮果肥：果实成熟采收前每亩施高钾复合肥17‑34kg，每株施0.5‑1.0kg高钾复

合肥，施肥量占全年的5%‑10%。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成年李树树龄在6年以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有机肥为沤制腐熟的鸡粪。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有机肥的施肥方法为穴施方法，穴深40‑50cm。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和（3）的施肥方法为沟施方法，沟深10‑20cm，也可在下雨

天或下雨前一天将肥料直接施于坵上，借助雨水冲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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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针对秋季不施或少施肥或秋施基肥偏晚、春季追肥偏早，盲

目性和随意性较大，导致肥效后移；果实生长发育期，钾肥投入偏低导致果实甜度不够等问

题，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明确了成年李树周年施肥的时期、肥料种类和肥料数量，避免了“一

炮轰”等传统施肥习惯导致的果园肥料利用率低或肥料浪费惊人。该发明技术科学合理、经

济有效，使李树达到连年优质、丰产和稳产，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作详细说明如下，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此。

[0017] 实施例1：

[0018] 实施时间：2015年‑2016年

[0019] 实施地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富达村芙蓉李果园（树龄7年生），面积50亩，亩植

34株芙蓉李。

[0020] 具体实施方法：

[0021] （1）基肥：2015年11月18日，对芙蓉李进行穴施基肥，每株施30kg鸡粪，亩施1020kg

鸡粪。

[0022] （2）壮花肥：2016年2月25日，每株芙蓉李沟施0.5kg复合肥和0.5kg硼锌肥，亩施复

合肥和硼锌肥各17  kg。

[0023] （3）稳果肥：2016年4月28日，每株芙蓉李沟施0.5kg水溶性复合肥和0.5kg钾肥，亩

施水溶性复合肥和钾肥各17  kg。

[0024] （4）壮果肥：2016年6月23日，每株芙蓉李沟施1.0  kg高钾复合肥，亩施高钾复合肥

34  kg。

[0025] 按照此方法对芙蓉李进行施肥，当年测产，亩产达3275 .3  kg，可溶性固形物达

12.2%，实现了优质、丰产。结果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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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0027] 实施例2：

[0028] 实施时间：2016年‑2017年

[0029] 实施地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平湖镇富达村芙蓉李果园（树龄8年生），面积50

亩，亩植34株芙蓉李。

[0030] 具体实施方法：

[0031] （1）基肥：2016年11月30日，对芙蓉李进行穴施基肥，每株施30kg鸡粪，亩施1020kg

鸡粪。

[0032] （2）壮花肥：2017年3月05日，每株芙蓉李沟施0.5kg复合肥和0.5kg硼锌肥，亩施复

合肥和硼锌肥各17  kg。

[0033] （3）稳果肥：2017年4月21日，每株芙蓉李沟施0.6kg水溶性复合肥和0.6kg钾肥，亩

施水溶性复合肥和钾肥各20.4kg。

[0034] （4）壮果肥：2017年6月27日，每株芙蓉李沟施1.0  kg高钾复合肥，亩施高钾复合肥

34  kg。

[0035] 按照此方法对芙蓉李树进行施肥，当年测产，亩产达3293 .5kg，可溶性固形物达

13.0%，实现了优质、丰产。结果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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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实施例3：

[0038] 实施时间：2017年‑2018年

[0039] 实施地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富达村芙蓉李果园（树龄9年生），面积50亩，亩植

34株芙蓉李。

[0040] 具体实施方法：

[0041] （1）基肥：2017年11月25日，对芙蓉李进行穴施基肥，每株施25kg鸡粪，亩施850kg

鸡粪。

[0042] （2）壮花肥：2018年2月23日，每株芙蓉李沟施0.5kg复合肥和0.5kg硼锌肥，亩施复

合肥和硼锌肥各17  kg。

[0043] （3）稳果肥：2018年5月1日，每株芙蓉李沟施0.5kg水溶性复合肥和0.5kg钾肥，亩

施水溶性复合肥和钾肥各17  kg。

[0044] （4）壮果肥：2018年6月29日，每株芙蓉李沟施0.8kg高钾复合肥，亩施高钾复合肥

27.2  kg。

[0045] 按照此方法对芙蓉李树进行施肥，现场测产，亩产达3726.4  kg，可溶性固形物达

14.5%，实现了优质、丰产。结果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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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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