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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茶花
6&7+''-& :DD7

在上海各公园绿地中广泛应用! 但长势差异明显% 为更好地提升茶花在上海的应用效果!

对上海茶花栽培土壤的理化性质及不同品种的生长状况等进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
?

氢离子浓度指数"

DE

&和水溶性盐

浓度'

+F

&是影响茶花生长的重要土壤因子% 金华
'

个栽培样地的
DE <7<<

! 上海
'

个样地为
DE B7BB

( 上海地区长势

差的品种)红露珍* )

E69; GH3019

*栽培土壤水溶性盐浓度"

+F

&为
%7!! ,I

+

8,

$#

! 显著高于金华和上海长势良好的栽

培土壤 % 在上海弱碱性土壤条件下 ! 不同茶花品种的适应性差异显著 ! )大红金心 *)

J-069; K.9L.9

*)状元红 *

)

M0H-9;4H-9 E69;

*)十八学士*)

I0.2- NH1:0.

*等品种在偏碱性土壤中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上海植物园培育茶花新品

种)小粉玉*)

N.-6 O194H

*可以在
DE '7&<

的土壤中正常生长! 为茶花在偏碱性土壤中生长和应用提供了可能%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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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
6&7+''-& :DD7

是世界名花及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主要包括山茶
6&7+'-& ,&9"%-:&

% 滇山茶
6;

$+4-:#'&4&

及茶梅
6; 3&3&%<#&

等种类及园艺品种. 目前% 茶花已经拥有
$

万多个品种% 其中包括了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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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亚利等! 部分茶花品种在上海的栽培土壤及生长状况分析

黄色" 芳香" 束花以及多季开花等类型" 成为园林应用中不可或缺的植物元素# 作为山茶应用起源之一

的长三角地区" 茶花在上海各公园绿地中广泛应用" 但长势存在显著差异$

#!$

%

# 茶花喜酸性土壤" 忌碱

土" 土壤
%& #'#"$'#

为宜$

"

%

# 因此" 土壤偏碱性一直被认为是影响茶花在上海地区正常生长的主要因

素# 目前" 关于茶叶栽培土壤理化性质及其对茶叶品质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

(!)

%

" 茶花园林应用栽培土

壤的理化性质分析" 尤其是针对碱性土壤茶花生长状况的研究鲜有报道# 王立翠等$

#

%对上海及金华部分

公园绿地的调查结果显示" 金华市山茶属植物生长状况明显优于上海市#

本研究首先以目前广泛应用的茶花品种 &红露珍'&

&*+, -./01+

' 为研究对象" 以金华栽培土壤为

对照" 进行了上海茶花栽培土壤的理化性质分析" 同时进行不同茶花品种的生长状况比较" 并进一步对

茶花新品种 &小粉玉'&

234* 51+6.

' 的不同栽培土壤进行分析" 以期为茶花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及应用

效果提升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上海市地处
!7')7$8!"'#!$9

"

"(7'#"$8"(('"($: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7 ;;

" 年平均气温为

"#'<%

"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土壤主要包括水稻土( 潮土( 滨海盐土及黄棕壤等
)

类#

浙江省金华界于
(='!($8(>')"$9

"

"">'")$8"(7')$$: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7 ;;

" 年平均气温为

"<'# %

"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土壤有红壤和黄壤
(

类#

!"#

土壤样品采集

上海市及浙江省金华市园林应用茶花的土壤状况分析以&红露珍'为研究对象# 在金华和上海选定的

公园内" 分别选择长势良及差的植株# 土样采集点的植株胸径
#8"7 ?;

" 非当年移栽" 一周内无明显浇

水施肥措施" 种植地均为半荫环境" 配植植物为樟树
!"##$%&%'% ()%*+&,)

" 桂花
-.%)#/+'. 0,)1,)#.

及沿阶草
-*+"&*&1&# 1,)#2".

# 采样时间为
""@"(

月份" 根据茶花根系在土体内的分布深度" 采样深度

为
"#8!7 ?;

" 于近植株根颈( 植株冠幅外缘及植株冠幅与根颈中点
!

处重复取土# 金华采集地点分别

为! 茶花文化园( 婺州公园( 清风公园( 人民广场( 回溪公园) 上海采集地点分别为! 桂林公园( 蔓趣

公园( 静安公园( 广场公园( 普陀公园# 金华共选取
=

个长势良好的样点" 上海长势良和差的样点各选

取
=

个#

新品种&小粉玉'栽培土壤分别取自栽培管理基本一致的上海市青浦区*青浦样地+( 徐汇区苗圃地未

改良土壤*上海植物园样地
"

+及改良土壤*上海植物园样地
(

+# 株行距为
" ; & " ;

"

"7

年生苗" 株高

约
"'( ;

" 生长状况无明显差异" 重复取样
!

次,样地!"

" 采样深度为
"#8!7 ?;

#

!"$

测定方法

土壤物理性质的测定采用环刀法" 土壤化学性质的测定方法参照以下方法操作! 土壤
%&

值测定采

用
A-BC "(!>@">>>

-森林土壤
%&

的测定.中的电位法" 有机质测定采用
A-BC "(!<@">>>

-森林土壤有机

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中的硫酸( 重铬酸钾氧化
'

外加热法) 全氮测定采用
-ABC "((=@">>>

-森林土

壤全氮的测定.中的半微量凯氏法) 全磷测定采用
A-BC "(!(@">>>

-森林土壤全磷的测定.中的碱熔
'

钼锑

抗比色法) 全钾测定采用
A-BC "(!)@">>>

-森林土壤全钾( 全钠的测定.中的碱熔
'

火焰光度计法) 碱解

氮测定采用
A-BC "((>@">>>

-森林土壤水解性氮的测定.中的碱解扩散法) 有效磷测定采用
A-BC "(!!@

">>>

-森林土壤有效磷的测定.中的盐酸
'

硫酸浸提法" 有效钾测定采用
A-BC "(!$@">>>

-森林土壤速效钾

的测定.中的乙酸铵浸提
'

火焰光度法" 水溶性盐测定参考
-ABC "(#"@">>>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中

的电导法*

"D#

+# 重复
!

次,样品!"

#

不同品种在上海同一栽培条件下的长势分析所用试验材料共
!#

个品种" 栽植
! 4

后对其长势进行

评价" 评价标准参照陈必胜等$

$

%标准# 根据
%&

对茶花产生的主要影响共分为二级! 叶片保持绿色及光

泽" 植株生长良好的为正常*良+)

(

株及
(

株以上叶片由正常绿色转为黄色或者叶片缺少光泽" 植株整

体长势较弱或者接近死亡的为生长不良*差+# 统计
!

株,品种!"

#

!"%

数据分析

对测定数据采用
:E?1F

和
GHIGG "<'7

进行数据统计和方差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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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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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茶花栽培土壤的理化性质分析

对金华和上海的
&

个公园绿地中!红露珍"栽培土壤进行理化性质分析的结果见表
#

# 在物理性质方

面$ 金华和上海各
&

个栽培样地的平均土壤容重分别为
#'!( )

%

*+

", 和
%'-. )

%

*+

",

$ 存在显著差异

&

!＜"'"/

'# 上海地区栽培土壤的最大持水量( 总孔隙度及土壤通气度均高于金华地区# 从栽培土壤的

主要物理性质来看$ 上海市茶花栽培土壤物理性质优于金华市茶花栽培土壤$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在基本满足园林栽培土壤要求的基础上$ 物理性状可能不是制约茶花在上海地区生长的关键影响因子#

在化学性质方面$ 上海市土壤有机质为
!(',- )

%

0)

"(

$ 显著高于金华的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
(,'./ )

%

0)

"(

&

!＜"'"/

'# 从
12

值可以看出$ 金华市土壤为中性偏弱酸$ 其中
&&'/3

的样本低于
12 .'"

$ 平均值比上

海市土壤低于
12 ('!

) 上海市土壤
-/'43

高于
12 .'"

$ 为弱碱性土壤# 这与文献记载茶花适宜土壤
12

值
/'"54'/

$ 在酸性土壤中生长良好基本一致# 对于水溶性盐浓度&

67

'$ 金华和上海栽培土壤的
67

值分

别为
%'%- +8

%

*+

"(和
%'(! +8

%

*+

"(

$ 差异不显著#

取样地点

&生长状况'

金华&良'

('!(

&

.'$$

'

9 $,'$,

&

(!'(&

'

: /('(/

&

-'(,

'

: !!'-%

&

(&',&

'

: 4'44

&

/'$(

'

: %'%-

&

!!'!!

'

: (,'./

&

!%'-/

'

9

上海&良'

%'-.

&

(/'$4

'

: /.'.%

&

(.',4

'

9 //'$%

&

.'%.

'

9 ,('4-

&

,('!-

'

9 .'..

&

('(4

'

9 %'(!

&

-'(.

'

: !(',-

&

/('%%

'

9

上海&差'

('%%

&

(4'%%

'

: /!'&4

&

!,'!.

'

9: /,'4%

&

$',.

'

9 !.'-/

&

!&'/-

'

9 .'-,

&

('/(

'

9 %'!!

&

$%'-(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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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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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容重
;

&

)

%

*+

",

'

最大持水量
;3

总孔隙度
;3

土壤通气度
;3 12

值
水溶性盐浓度

;

&

+8

%

*+

"(

'

有机质
;

&

)

%

0)

"(

'

说明* 不同字母表示在
!＜%'%/

水平差异显著# 括号中数值为变异系数&

3

'#

表
$

上海和金华不同生长状况!红露珍"栽培土壤部分理化因子比较

<9:=> ( 7?+19@AB?C ?D B?A= *E9@9*F>@B D?@ *9+>==A9

!

2?C) GHIE>C

"

AC JACEH9 9CK 8E9C)E9A

上海和金华应用品种 !红露珍" 的栽培土壤理化分析结果显示$ 上海地区的土壤容重( 有机质(

12

值等与金华的 !红露珍" 栽培土壤差异显著&

!＜%'%/

'$ 尤其是
12

值$ 可能是影响茶花生长的重要

土壤因子#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茶花栽培应用的主要土壤因子$ 试验进一步对上海地区 !红露珍" 长势

存在明显差异的栽培土壤进行了分析$ 结果见表
#

# 上海地区不同长势 !红露珍" 栽培土壤的土壤容

重( 总孔隙度( 最大持水量( 土壤通气度及有机质(

12

值均没有显著差异$ 而土壤水溶性盐浓度

&

67

'差异显著&

!＜%'%/

'# 长势差的 !红露珍" 栽培土壤水溶性盐浓度&

67

'为
%'!! +8

%

*+

"#

$ 显著高于

长势良好的!红露珍"栽培土壤的水溶性盐浓度&

!＜%'%/

'#

通过对金华( 上海两地栽培土壤及上海地区不同长势栽培土壤的部分理化性质分析可以看出$

12

值和水溶性盐浓度&

67

'是影响茶花生长的重要土壤因子#

!%!

不同茶花品种在偏碱性栽培土壤的长势分析

从王立翠等+

/

,的调查结果来看$ !大红金心" 等品种在上海地区表现良好# 由此推测$ 部分茶花品

种对偏碱性土壤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为此$ 我们进一步对上海植物园试验地内不同茶花品种的长势进行

了分析$ 试验地土壤部分理化性质如下* 容重为
#',% )

%

*+

",

$ 最大持水量为
,/'#/3

$ 总孔隙度为

$/'/$3

$ 土壤通气度为
#!'/#3

$

12 .'.&

$ 水溶性盐浓度&

67

'为
%',/ +8

%

*+

"#

$ 有机质质量分数为
#&'/,

)

%

0)

"#

# 根据
#',

的评价方法$ 对
,/

个茶花品种的评价结果见表
!

#

茶花叶片逐渐退却绿色而发黄$ 是目前评价茶花栽培土壤是否偏碱性的主要性状指标# 从
,/

个茶

花品种在偏碱性土壤中的生长状况及叶片表现来看$ 不同茶花品种对碱性土壤的适应性存在差异# 部分

品种表现出叶片发黄$ 长势较差甚至死亡等现象&图
#9

'$ 严重影响了植株的开花效果及株型# 但是$

部分品种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 如 !红十八学士"!状元红"等品种$ 叶片浓绿$ 具光泽$ 整体长势较好

&图
#:

'$ 能够达到正常的园林景观应用要求和观赏效果# 总体来看$

,/

个品种中$

!%

个品种的长势较

差$ 占统计数量的
/.3

# 而 !大红金心"!红露珍"等
#/

个品种未表现出明显的叶片发黄等症状$ 具有较

好的适应性# 由此可见$ 通过在偏碱性土壤条件下筛选适生的品种或进行育种改良$ 是实现茶花在偏碱

性土壤中应用的途径之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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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品种 长势 编号 品种 长势 编号 品种 长势

"

粉霞 差
"!

花佛鼎 差
#$

花宝珠 良

#

鸳鸯凤冠 差
%&

紫重楼 差
#'

红芙蓉 良

!

六角大红 差
%$

白三学士 差
#(

白芙蓉 良

&

大红宝塔 差
%'

早春大红球 差
#)

胭脂牡丹 良

$

秋牡丹 差
%(

抓破脸 差
#*

状元红 良

'

绯爪芙蓉 差
")

粉荷 差
!+

红十八学士 良

(

新松花 差
%*

喷砂什锦 差
!%

松子 良

)

点雪 差
#+

小桃红 差
!#

白十八学士 良

*

白嫦娥彩 差
#%

粉丹 良
!!

雪塔 良

%+

大吉祥 差
##

天府牡丹 良
!&

红露珍 良

%%

粉西施 差
#!

白斑胭脂莲 良
!$

大红金心 良

%#

新松花 差
#&

新桃宝珠 良

表
!

不同茶花品种在上海相同栽培条件下的长势分析

,-./0 1 2345678 9:-:;9 4< =6<<0307: >-?0//6-9 67 @A-78A-6 B/-7:678 946/

张亚利等! 部分茶花品种在上海的栽培土壤及生长状况分析

图
"

偏碱性土壤下不同品种的生长状况

C68;30 " 2345678 9:-:;9 4< >-?0//6-9 67 -D-/6 946/

!"#

!小粉玉"在上海不同栽培土壤的理化性质分析

从对
!$

个茶花品种在偏碱性土壤中的长势分析来看" 部分茶花品种可以适应偏碱性的土壤# 上海

植物园多年来致力选育上海适生的茶花品种" 其中" 部分茶花新品种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为此" 分析了

上海植物园茶花新品种$小粉玉%在上海地区的不同栽培土壤" 结果见表
!

& 从表
!

可见!

!

个不同栽培

样地的土壤理化性质除了总孔隙度' 土壤通气度及全磷无显著差异外" 其他因子均差异显著(

!＜+E+$

)&

从物理性质来看"

!

个样地的土壤容重分别为
%E+&

"

%E!+

"

%E%) 8

*

>?

!!

" 根据上海市+园林栽植土质量标

准," 树坛土中灌木的土壤容重
!%E#$ 8

*

>?

!!

-

(

.

"

!

个样地基本符合绿化种植土壤容重要求&

根据
FGH, !&+I1+%%

+绿化种植土壤,要求" 一般植物土壤
BJ $K$L)M!

" 水溶性盐浓度(

NF

)值在
+M"$"

"M1 ?@

*

>?

!"

/ 耐盐植物栽植
!"M) ?@

*

>?

!"

-

)

.

& 酸碱度作为土壤各种化学性质的综合反映" 它与土壤微生

物的活动" 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 各种营养元素的转化与释放及有效性' 土壤保持养分的能力都有关

系& 从
!

个栽培样地来看" $小粉玉% 在
BJ 'M)$L)M"'

的酸性和碱性土壤中都能正常生长" 说明该品种

对土壤
BJ

值的适应性较强&

!

个样地的水溶性盐浓度(

NF

)分别为
+M"(O +E!$

"

+E%' ?@

*

>?

!%

" 符合一般

植物绿化种植土壤要求" 其中" 青浦样地和上海植物园样地
%

的水溶性盐浓度 (

NF

)值均小于
%E) ?@

*

>?

!%

" 符合耐盐植物的水溶性盐浓度(

NF

)标准" 但该品种是否能够在盐碱土壤中正常生长" 还有待于进

一步的田间试验研究&

在土壤有机质及主要营养元素方面"

!

个样地的土壤有机质以青浦样地最高" 为
#*E#+ 8

*

D8

!%

" 显著

高于其他
#

个采样地(

!＜+E+$

)& 氮' 磷' 钾称为作物营养三要素" 青浦样地的水解性氮' 速效磷及速

效钾的质量分数均高于上海植物园样地
%

和上海植物园样地
#

" 说明青浦样地的肥力相对充足" 尤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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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取样点
土壤容重

&

!

'

"

()

!*

#

最大持水量
&+

总孔隙度
&+

土壤

通气度
&+

,-

值
水溶性盐浓度

&

!

).

"

()

!#

#

有机质
&

!

'

"

/'

!#

#

青浦
#0%$ " %1!# 2 34134 " 451*3 6 3%137 " 71$7 #$1*# " 515! 8173 " %1*% ( %1#5 " %1%! 2 !91!% " #31*8 6

上海

植物园
#

#1*% " %1%7 6 *31#3 " *1*9 2 $313$ " !1!$ #!13# " *199 5157 " %1#* 2 %1*3 " %1%! 6 #713* " *1#* 2

上海

植物园
!

#1#7 " %1#* 62 $#1*5 " 51$* 62 $71#* " *158 #313 " 3138 71#8 " %1%# 6 %1#8 " %1%# 2 #51$ " %173 2

取样点
全氮

&

!

'

"

/'

!#

#

水解性
&

!

)'

"

/'

!#

#

全磷
&

!

'

"

/'

!#

#

有效磷
&

!

)'

"

/'

!#

#

全钾
&

!

'

"

/'

!#

#

速效钾
&

!

)'

"

/'

!#

#

青浦
#17$ " %173 6 #$#18% " 8*1$# 6 %157 " %1!8 #9$187 " ##9157 6 !#139 " %1*# 6 !*!1$* " #%$1%! 6

上海

植物园
#

#1#8 " %1*! 62 #%51$9 " *#1$$ 62 %175 " %1#* ##!1!3 " $3135 6 #91!9 " %133 2 3$18 " 51*$ 2

上海

植物园
!

%153 " %1*! 2 8*1#% " *#1$5 2 %183 " %1#8 #$135 " #!15$ 2 #9157 " %187 2 5*1*7 " #%15* 2

表
!

!小粉玉"不同栽培土壤理化因子比较表

:62;< * =>),6?@A>B >C A>@; @BD<E C>?

$

F@6> G<BHI

%

说明& 不同样地间小写字母不同表示
!＜%#%3

水平差异显著'

速效钾的为
!*!1$* )'

(

/'

!4

) 与其他
!

个采样地的质量分数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1%3

#'

综上分析来看)

*

个样地的土壤理化性质存在显著差异!

!＜%1%3

#) 而$小粉玉%均可正常生长' 由此

可见& 该品种对土壤适应性) 尤其是可以在
,- 71%

左右的土壤条件下正常生长) 为今后茶花在偏碱性

土壤及地区的应用提供了资源'

$

结论

除了低温之外) 土壤酸碱度一直被认为是限制茶花应用范围的另一重要因子' 茶花育种者开展了大

量的抗寒茶花育种和研究工作*

9!4%

+

) 从而扩大茶花的应用范围) 但是在提高茶花对土壤适应性的研究相

对较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值和水溶性盐浓度!

J=

#是影响茶花生长的重要土壤因子) -金心大红%-红

露珍%-十八学士%-状元红%等品种在偏碱性土壤中有很好的适应性) 尤其是茶花新品种 -小粉玉%可以在

,- 71!

的土壤中正常生长) 为茶花在偏碱性土壤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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