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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中土壤改良技术的应用与效果评估
黄琼

兰州市雁滩公园，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园林绿化中的土壤改良技术是提升土壤质量和植物生长条件的重要手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园林绿

化对于生态环境的作用愈加突出，土壤的肥力、结构和水分状况直接影响园林植物的生长与健康。通过对相关文

献和实际案例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合理的土壤改良措施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强植物抗逆性，提高

绿化效果。土壤改良方法多样，包括有机质添加、微生物修复、土壤酸碱度调节等，这些技术不仅优化了土壤环

境，也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深入探讨土壤改良技术的应用及其效果评估，对提升园林绿化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土壤改良；园林绿化；土壤质量；植物生长；生态修复

DOI:10.69979/3041-0673.24.6.043

引言

在园林绿化工程中，土壤质量直接决定了植物的生

长和景观效果。随着园林绿化需求的增多，尤其是在城

市环境中，土壤面临着肥力不足、结构退化、水分保持

差等问题。土壤改良技术作为应对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已经成为园林绿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合理选择

和应用土壤改良技术，不仅可以改善土壤条件，还能提

高绿化效果，促进植物健康成长，进而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因此，深入探讨土壤改良技术的应用与效果评估，

对于推动现代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土壤改良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

土壤改良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改善土壤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性质，以提升土壤肥力、改良土壤结构、增

加水分保持能力，从而为植物生长提供更加适宜的环境。

在园林绿化中，土壤改良技术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能

够有效提高园林植物的生长质量和生态效益。土壤改良

的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技术包括有机质改良、矿物质

添加、微生物修复及土壤物理性质调节等。

有机质改良是通过添加有机肥料，如堆肥、腐殖质

等，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增强土壤的透气性和水分保

持能力。这些有机物质不仅能够提供植物所需的营养，

还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改善土壤的生物活性。对

于酸性或碱性土壤，常常采用石灰或硫磺来调节土壤的

pH值，帮助植物在更适宜的酸碱环境中生长。此外，矿

物质的添加，如磷、钾肥料，可以补充土壤中缺乏的营

养元素，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

微生物修复技术则是利用土壤中的天然微生物群

体，或者通过人工接种特定的微生物菌种，来修复受污

染或退化的土壤。通过微生物的代谢活动，能够降解有

害物质，促进土壤的恢复。针对土壤的物理结构问题，

常用的改良方法还包括砂土的粘土改良和黏土的沙化

处理，改善土壤的透水性和通气性。土壤改良技术通过

改善土壤环境，增强土壤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园林绿

化的质量和效果。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和植物需求，选

择适合的改良方法和技术手段，是提升园林绿化效果的

关键。

2 土壤改良技术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现状

土壤改良技术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现状呈现出多

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园

林绿化不仅要求具备美观功能，还需要承担改善环境、

促进生态平衡等多重责任。在这种背景下，园林绿化土

壤的质量和健康成为影响绿化效果和生态可持续性的

关键因素。土壤改良技术的应用已逐渐从单一的肥料添

加，转向综合性的土壤调理、修复和优化。

当前，园林绿化中常用的土壤改良技术主要包括有

机肥料的使用、微生物修复、土壤结构改良及酸碱调节

等。特别是在城市绿地、公园和道路绿化中，由于土壤

存在硬化、贫瘠或污染等问题，土壤改良技术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公园绿化和景观设计中，改良土壤以提高植

物的生长适应性和抗逆性，已经成为标准化施工的一部

分。通过使用有机肥、腐殖质等天然材料，不仅能够改

善土壤的通透性和水分保持能力，还能减少对化学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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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促进生态友好型的绿化环境。微生物修复技术

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大。在一些受污染或者

土壤质量退化的区域，通过施用特定的微生物菌种，可

以有效地恢复土壤生态，增强土壤的生物活性，改善植

物的根际环境。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的结构和肥

力，还具有长效的环境恢复功能。与传统的化学方法相

比，微生物修复更加环保，并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土壤

的可持续性。

园林绿化中的土壤改良还注重土壤酸碱度的调节。

许多城市土壤偏酸或偏碱，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通过使

用石灰或硫磺等材料调节 pH 值，可以为植物提供适宜

的生长环境，尤其是对于对 pH值敏感的植物品种来说，

酸碱度的调节显得尤为重要。土壤改良技术在园林绿化

中的应用正朝着更加精细化、精准化和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随着科学研究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园林绿化

不仅关注土壤修复的效果，更加注重土壤健康与生态环

境的协同提升。这种发展趋势将推动绿色、环保和高效

的园林景观建设，通过优化土壤质量、增强生态系统的

功能，进一步促进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恢复，

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土壤改良技术对园林植物生长的影响分析

土壤改良技术对园林植物生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改善土壤环境、促进植物根系发育、增强植物抗逆性以

及提高植物生长速度和健康状况等方面。土壤是植物生

长的基础，土壤的理化性质直接决定了植物对水分、养

分的吸收能力，土壤改良技术通过优化土壤条件，能够

显著提升植物的生长表现。

在园林绿化中，土壤的结构改善尤为关键。通过添

加有机物质如堆肥、腐殖质等，能够显著改善土壤的通

透性和水分保持能力，这对于根系的呼吸和营养吸收非

常重要。在结构松散的土壤中，植物的根系可以更加深

入地延伸，从而获取更多的养分和水分，有利于植物的

生长和稳定。在城市绿化中，土壤常常存在板结、密实

的情况，改良措施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土壤的透

气性，改善植物根系的生长环境。土壤改良还可以通过

调节土壤的酸碱度来促进植物生长。许多植物对土壤的

pH值有特定的要求，过酸或过碱的土壤会抑制植物对营

养元素的吸收，导致植物生长不良。通过添加石灰、硫

磺等调节材料，可以使土壤的酸碱度达到植物的适宜范

围，促进植物更好地吸收土壤中的营养，改善其生长状

态。尤其在园林绿化中，许多植物需要特定的土壤 pH

条件，土壤改良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

微生物修复技术的应用也对植物生长有显著影响。

通过引入特定的土壤微生物，如固氮菌、磷溶解菌等，

可以有效增加土壤的肥力，促进植物的生长。这些微生

物不仅能够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质，释放出植物可利用

的营养元素，还能够改善土壤的生态环境，增强植物的

抗病性和抗逆境能力。例如，在一些受污染或退化的土

壤中，微生物修复能够有效去除有害物质，恢复土壤的

健康，进而提升植物的生长效果。土壤改良技术的应用

能够从多个方面优化植物的生长环境，提升植物的健康

和生态功能。在园林绿化中，通过科学的土壤改良，不

仅能显著提高植物的生长质量和绿化效果，还能推动绿

色生态环境的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

4 不同土壤类型的改良效果评估

不同土壤类型的改良效果评估是园林绿化土壤改

良技术应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的土壤类型在物理、

化学和生物特性上存在显著差异，针对不同土壤类型采

取的改良方法和效果评估也有所不同。土壤的类型影响

了土壤的水分保持能力、透气性、肥力及其对植物生长

的支持度，因此在土壤改良中需要根据土壤的具体特点

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对于砂质土壤，其主要问题是水

分保持能力差，养分流失快，容易导致植物根系干旱或

养分不足。改良砂土通常采用增加有机物质的方法，加

入腐殖质、堆肥或秸秆等有机材料，这些材料能够改善

砂土的结构，使其具有更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同时增

加土壤中的养分储备。通过长期施用有机肥料，砂土的

肥力得到显著提升，能够为植物提供更为充足的营养，

从而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评估砂质土壤改良效果时，

通常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状况、土壤湿度保持情况以及

植物的抗旱能力来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粘土类型的土壤，其主要问题是土壤板结、排

水性差，容易出现积水，影响植物根系的正常呼吸和生

长。改良粘土的关键在于改善其结构，提高透水性和通

气性。常用的改良措施包括加入沙土、石灰或有机质等，

这些材料能够松动土壤，增强土壤的结构稳定性，防止

土壤的过度压实。粘土土壤的改良效果评估主要通过检

测土壤的透水性、植物根系的发育情况以及根际的氧气

含量来进行。通过有效的改良，粘土土壤的排水性和通

气性得到改善，植物根系能够更好地伸展和吸收养分，

促进植物的生长。对于酸性土壤，土壤中往往缺乏一些

重要的营养元素，且 pH 值较低，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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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吸收。土壤的酸碱度调节是酸性土壤改良的主要目标，

常用的改良方法是施用石灰或碳酸钙等碱性物质来提

高土壤的 pH 值，使其达到适宜植物生长的酸碱范围。

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能促进植物对磷、钾等营养元素的

吸收，还能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活性，提升土壤的生

物多样性。酸性土壤的改良效果评估通常通过检测土壤

的 pH 值变化、植物的生长速度、叶片颜色以及植物的

抗病能力来综合判断。

在碱性土壤的改良中，主要的问题是土壤中盐碱浓

度过高，导致植物生长受限，甚至出现生理干旱。常通

过施用硫磺或其他酸性物质降低土壤的 pH 值，改善盐

碱土壤的结构，减少盐分对植物的抑制作用。评估碱性

土壤改良效果时，通常通过观察土壤盐分含量的变化、

植物的抗盐能力以及生长状态来进行。不同土壤类型的

改良效果评估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土壤的基础

特性、所选改良技术的适配性以及改良后的生态功能表

现。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能够确保土壤改良措施的有

效性，并为园林绿化项目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

5 土壤改良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挑战

随着园林绿化和城市绿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土壤改

良技术也在持续创新和发展，以适应更复杂和多变的生

态环境。在未来，土壤改良技术的发展趋势将朝着更加

精准、高效、可持续的方向迈进，特别是在环保和生态

修复方面的应用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土壤质量问题

的日益严重，特别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土壤污染

和退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有效恢复和提升土壤

的自然功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未来，土壤改良

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智能化和精准化。随着传感

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土壤改良的过程将更加依赖实时

监控和数据分析，能够根据土壤的实际状况（如湿度、

pH值、养分含量等）动态调整改良措施。这不仅可以提

高土壤改良的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还能在多变的环境

条件下，实现针对性的土壤调理。比如，通过遥感技术

和无人机监测，可以对大范围的绿地土壤进行精确评估，

制定个性化的改良方案，从而达到更好的改良效果。

微生物修复技术和生物炭的应用前景广阔。微生物

修复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的土壤修复手段，能够通过特定

微生物的代谢作用降解有害物质或改善土壤的物理性

质，已在污染土壤修复中得到广泛应用。未来，随着对

微生物群落特性理解的加深，以及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

定向培育高效的土壤微生物种群，将进一步提升土壤修

复效率，推动生态修复技术的进步。生物炭作为一种有

效的土壤改良材料，能够改善土壤的水分保持能力、提

升养分供给及促进土壤微生物活性，其在园林绿化中的

应用潜力巨大。

尽管土壤改良技术前景广阔，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土壤改良的效果需要长期跟踪和评估，土壤的复杂性和

多变性使得短期内难以观察到其实际效果。某些土壤改

良技术的经济性和技术可行性仍需进一步验证，特别是

对于大型园林绿化项目来说，如何平衡成本与效益将是

一个重要考量。土壤改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仍受限于技

术的推广与操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的

技术素养和操作水平，对于实现土壤改良技术的广泛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土壤改良技术的未来发展将更注重生

态化、智能化和可持续性，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园林

绿化中的土壤改良手段将更加多样化和高效化，以应对

不断变化的环境挑战。

6 结语

土壤改良技术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能改善土壤质量，还能促进植物健康生长，提升生

态效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土壤改良将朝着

智能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尤其在微生物

修复和生物炭应用等方面具有广阔前景。然而，土壤改

良依然面临经济性、长期效果评估等挑战。通过持续创

新和实践，土壤改良技术必将在园林绿化和生态恢复中

发挥更大作用，推动绿色生态环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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