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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1)、首先根据果树的类型和生

长周期，使用铁锹或其他工具在果树树冠周边开

挖环形培肥沟；2)、在环形培肥沟与果树主干之

间的空白区位，采用撒播的方式栽培绿肥草本；

3)、待绿肥草本进行生长旺盛期，对其地表以上

3/4部分进行刈割，保留剩余1/4部分；4)、将刈割

后的绿肥草本与微生物发酵菌进行混合，均匀填

入到果树四周的环形培肥沟内，然后加入营养

液。5)、最后用开挖环形培肥沟的土壤进行回填

压实，并形成环形土埂。本发明能够提升果树土

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自身地力，供给果树所

需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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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首先根据果树的类型和生长周期，使用铁锹在果树树冠周边开挖环形培肥沟(1)，

其宽度为15cm，深度和环形沟半径根据果树类型以及实际生长情况进行设计与开挖；

2)、在环形培肥沟(1)与果树主干之间的空白区位，采用撒播的方式栽培多年生低矮绿

肥草本(2)；

3)、待绿肥草本(2)进行生长旺盛期，对其地表以上3/4部分进行刈割，保留剩余1/4部

分，保证绿肥草本(2)的再次生长；

4)、将刈割后的绿肥草本(2)与微生物发酵菌(3)进行混合，均匀填入到果树四周的环

形培肥沟(1)内，然后加入营养液，所述营养液包括尿素15-25份、氯化钙40-60份、抗病抑菌

液0.05-0.5份、硼酸钠10-15份，硼酸钾20-30份、水300-1300份、L-丙氨酸0.05-0.5份、烟酸

0.05-0.5份。

5)、最后用开挖环形培肥沟(1)的土壤进行回填压实，并形成环形土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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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是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果树的产量和果实品质。然

而当前的果树管理还较为粗放，伴随农药的施用以及人为除草等活动的干预，使得土壤存

在板结、有机质含量降低、酸化以及林下水土流失等问题，造成水、土、肥的严重流失，直接

影响果树生长以及果品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拟从生态环保的

角度，结合果树林下土壤实际，通过种植林下绿肥草本，并采取环形开挖培肥沟的形式，采

取林下绿肥草本周期刈割还田培肥的方式，从而提升果树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自身

地力，供给果树所需营养，易操作，生态环保，不仅可以提升土壤质量，还可有效防止果树林

下水土流失，是一种改良果树土壤质量以及防控水土流失的实用辅助工具。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所

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首先根据果树的类型和生长周期，使用铁锹或其他工具在果树树冠周边开挖

环形培肥沟，其宽度为15cm，深度和环形沟半径根据果树类型以及实际生长情况进行设计

与开挖；

[0006] 2)、在环形培肥沟与果树主干之间的空白区位，采用撒播的方式栽培多年生低矮

绿肥草本；

[0007] 3)、待绿肥草本进行生长旺盛期，对其地表以上3/4部分进行刈割，保留剩余1/4部

分，保证绿肥草本的再次生长；

[0008] 4)、将刈割后的绿肥草本与微生物发酵菌进行混合，均匀填入到果树四周的环形

培肥沟内，然后加入营养液，所述营养液包括尿素15-25份、氯化钙40-60份、抗病抑菌液

0.05-0.5份、硼酸钠10-15份，硼酸钾20-30份、水300-1300份、L-丙氨酸0.05-0.5份、烟酸

0.05-0.5份。

[0009] 5)、最后用开挖环形培肥沟的土壤进行回填压实，并形成环形土埂。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本发明拟从生态环保的角度，结合果树林下土

壤实际，通过种植林下绿肥草本，并采取环形开挖培肥沟的形式，采取林下绿肥草本周期刈

割还田培肥的方式，从而提升果树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自身地力，供给果树所需营

养。该装置结构简单，易操作，生态环保，不仅可以提升土壤质量，还可有效防止果树林下水

土流失，同时通过硼酸盐提升了果树贮藏营养液水平，果树在翌年的产量会得到有效的提

升，抗病抑菌液能够减少果树发病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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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12] 图1是未刈割绿肥草本填满前的示意图。

[0013] 图2是刈割绿肥草本并混合填埋后的示意图。

[0014] 图3是环形培肥沟填埋敷土压实后的剖面图。

[0015] 在图中，1、环形培肥沟，2、绿肥草本，3、发酵菌，4、环形土埂。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将配合附图及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藉此对本发明如何应用

技术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并达成技术功效的实现过程能充分理解并据以实施。

[0017] 实施例1

[0018] 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首先根据果树的类型和生长周期，使用铁锹或其他工具在果树树冠周边开挖

环形培肥沟1，其宽度为15cm，深度和环形沟半径根据果树类型以及实际生长情况进行设计

与开挖；

[0020] 2)、在环形培肥沟1与果树主干之间的空白区位，采用撒播的方式栽培多年生低矮

绿肥草本2；

[0021] 3)、待绿肥草本2进行生长旺盛期，对其地表以上3/4部分进行刈割，保留剩余1/4

部分，保证绿肥草本2的再次生长；

[0022] 4)、将刈割后的绿肥草本2与微生物发酵菌3进行混合，均匀填入到果树四周的环

形培肥沟1内，然后加入营养液，所述营养液包括尿素15份、氯化钙40份、抗病抑菌液0.05

份、硼酸钠10份，硼酸钾20份、水300份、L-丙氨酸0.05份、烟酸0.05份。

[0023] 5、最后用开挖环形培肥沟1的土壤进行回填压实，并形成环形土埂4。

[0024] 实施例2

[0025] 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首先根据果树的类型和生长周期，使用铁锹或其他工具在果树树冠周边开挖

环形培肥沟1，其宽度为15cm，深度和环形沟半径根据果树类型以及实际生长情况进行设计

与开挖；

[0027] 2)、在环形培肥沟1与果树主干之间的空白区位，采用撒播的方式栽培多年生低矮

绿肥草本2；

[0028] 3)、待绿肥草本2进行生长旺盛期，对其地表以上3/4部分进行刈割，保留剩余1/4

部分，保证绿肥草本2的再次生长；

[0029] 4)、将刈割后的绿肥草本2与微生物发酵菌3进行混合，均匀填入到果树四周的环

形培肥沟1内，然后加入营养液，所述营养液包括尿素20份、氯化钙50份、抗病抑菌液0.2份、

硼酸钠13份，硼酸钾25份、水800份、L-丙氨酸0.3份、烟酸0.2份。

[0030] 5)、最后用开挖环形培肥沟1的土壤进行回填压实，并形成环形土埂4。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提升果树土壤肥力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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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首先根据果树的类型和生长周期，使用铁锹或其他工具在果树树冠周边开挖

环形培肥沟1，其宽度为15cm，深度和环形沟半径根据果树类型以及实际生长情况进行设计

与开挖；

[0034] 2)、在环形培肥沟1与果树主干之间的空白区位，采用撒播的方式栽培多年生低矮

绿肥草本2；

[0035] 3)、待绿肥草本2进行生长旺盛期，对其地表以上3/4部分进行刈割，保留剩余1/4

部分，保证绿肥草本2的再次生长；

[0036] 4)、将刈割后的绿肥草本2与微生物发酵菌3进行混合，均匀填入到果树四周的环

形培肥沟1内，然后加入营养液，所述营养液包括尿素25份、氯化钙60份、抗病抑菌液0.5份、

硼酸钠15份，硼酸钾30份、水1300份、L-丙氨酸0.5份、烟酸0.5份。

[0037] 5)、最后用开挖环形培肥沟1的土壤进行回填压实，并形成环形土埂4。

[0038] 以上仅就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作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

发明不仅局限于以上实施例，其具体结构允许有变化。凡在本发明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内所作的各种变化均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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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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