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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不同的畦面高度及配方基质入手，找出‘法国蓝’薰衣草在漳州露地栽培的最佳土壤环境。采

用3种不同的畦面高度及3种不同的土壤配方露地栽培‘法国蓝’薰衣草，统一水肥管理，测定不同土壤

配方的理化性质和薰衣草的生长特性数据。结果表明，畦面高度30 cm最适合‘法国蓝’的生长，在此基

础上采用通气孔隙度29%以上，持水孔隙度30%以下，酸碱度接近7的土壤环境最适合‘法国蓝’薰衣草

生长。试验证明在‘法国蓝’栽培过程中，土壤的透气排水性应作为首要考虑，其次是土壤的酸碱度，‘法

国蓝’栽培过程对肥力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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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Screen in Zhangzhou for Open Field Cultivation of Lavandula angustifolia‘French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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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d the best soil environment with different border heights and medium
formulations for open field cultivation of Lavandula angustifolia‘French Blue’in Zhangzhou area. We used 3
kinds of border heights and 3 kinds of mediums to cultivate‘French Blue’in open field, unified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and measured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 data of

‘French Bl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border height for‘French Blue’was 30 cm, on this basis,
the aeration porosity above 29% , water- holding porosity below 30% and pH value close to 7 was the best
medium for‘French Blue’. It showed that high air and water permeabilit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cultivated‘French Blue’, soil pH value was the second influencing factor,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of

‘French Blue’required little fertility of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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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狭叶薰衣草(Lavandula angustifolia)是唇形科薰衣

草属的多年生顶生穗状花序亚灌木[1-2]，原产于地中海

沿岸、欧洲与大洋洲[3-4]，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5-6]和观赏

价值[7-8]，其产品被广泛用于医药保健[9-10]、化妆品[11-12]、

食品[13-14]及园林绿化[15]等多种行业。从狭叶薰衣草的

花和叶提炼出来的精油可有效缓解悲伤情绪、改善睡

眠[16-17]，还可用于改善人们的焦虑情绪[18]。新疆伊犁自

1964年首次从法国引种狭叶薰衣草[19]。徐春棠做为中

国引种薰衣草第一人，率先在新疆农四师65团进行试

种[20]。目前，已使新疆成为全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

地[21]，与法国的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并称为

世界三大薰衣草基地[22]。

2012年初，马洪英将新疆薰衣草引至天津，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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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炭、蛭石、珍珠岩(3:2:1)的基质进行育苗，田间粘壤土

做大棚栽培，发现薰衣草生长势强、生物产量高且具有

很强的适应性[23]。2013年底，李敏等[24]将新疆的 3个

薰衣草品种引至青岛进行推广，发现青岛地区栽培狭

叶薰衣草最大的难题是冬季的低温天气及夏季的高温

高湿。同年，安韦韦等[25]将新疆薰衣草引至长白山地

区，以沙性灰棕壤进行适应性栽培，成活率可达97%，

但田间管理成本高，不适合大面积栽培推广。陆琳

等[26]在云南地区从国外引种15个薰衣草品种，其中12

个品种为狭叶薰衣草，取得一定成效。

由于狭叶薰衣草喜温带气候，夏季不耐高温高湿

的特性，中国东南部地区几乎没有成功栽培狭叶薰衣

草的先例。台湾省的黄雅玲[27]曾在台湾南部地区推广

薰衣草，发现最适合当地栽培的品种是观赏类齿叶薰

衣草及甜蜜薰衣草，可提炼精油的狭叶薰衣草仍然没

有驯化成功。漳州作为福建省最大的花卉生产、销售

和出口基地[28]，薰衣草切花及干花仍需从新疆采购，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做为重要香精提取原料的薰衣

草经过漫长的物流运输过程，活性成分损失严重，长期

制约当地薰衣草天然香精香料产业的发展。笔者针对

漳州当地冬季温暖、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从基质

配比和栽培用畦畦面高度入手，筛选出适合在当地露

地栽培薰衣草的土壤环境，旨在为薰衣草产业在当地

发展提供部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地点

试验于2016年3月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研究所芳香植物研究中心试验田进行。该地位于

24°32′58″N、117°43′37″E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朝阳镇

登科村境内，海拔20 m，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29]，年均

温 21℃左右[30]，全年无霜期达 330天，年降雨量 1000~

1700 mm，一年中60%的雨量集中在3—6月的汛期。

1.2 试验材料

试验用苗为 2016年 3月从新疆伊犁引进的‘法国

蓝’薰衣草2年苗。所用基质除园土外，均在本地百花

村购买，园土为福建省农科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菜园

土。电导率仪选用深圳市柯迪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柯迪达CT-3030笔式电导率仪。蒸馏水采用北京历元

电子生产的UPW-20N超纯水器生产的纯水。

1.3 试验方法

1.3.1 栽培用畦筛选 全部以菜园土整地做畦，畦面宽

度均设 50 cm，步道宽 30 cm，长度不限，设置 15、20、

30 cm 3种不同畦高，每个处理定植 50株，共 150株薰

衣草。以株间距50 cm进行定植，定植时浇透水，此后

统一水肥管理。

1.3.2 基质配比筛选 以上述最佳的畦形整地做畦，以

园土、河沙、椰康、陶粒进行基质配比试验。分别为：对

照(CK)为园土，处理A为园土:河沙=1:1，处理B为园

土:椰康=1:1，处理C为园土:陶粒=1:1。每个处理定植

50株，共200株薰衣草。

1.3.3 测定各处理基质的理化性质

（1）以已知体积V的容器装填基质，以纱布封口浸

泡于水中一昼夜，设饱和水状态下的基质重为W1；倒

置容器让水分流出至没有水分流出为止，设无流动水

状态下的基质重为 W2；设彻底风干后的基质重为

W3。基质容重通过式(1)进行计算，总孔隙度通过式

(2)进行计算，通气孔隙度通过式(3)进行计算，持水孔

隙度通过式(4)进行计算，大小孔隙比（气水比）通过式

(5)进行计算。

容重=W3/V …………………………………… (1)

总孔隙度=[(W1-W3)/V]×100% ……………… (2)

通气孔隙度=[(W1-W2)/V]×100% …………… (3)

持水孔隙度=总孔隙度-通气孔隙度 ………… (4)

大小孔隙比=通气孔隙度/持水孔隙度 ……… (5)

（2）待测基质:蒸馏水=1:5的体积比混合，不断搅

拌一段时间后，静置0.5 h左右，用pH试纸测定pH值，

用电导仪测定EC值。

（3）采用重铬酸钾-硫酸消化法测定土壤中的全氮

含量，采用铝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中的速效磷含量，采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中的速效钾含量。

1.3.4 薰衣草生长参数测定 移栽苗定植后测定各处理

中30株苗的初始株高(H1)、冠幅(P1)，计算平均值；于现

蕾期测定各处理中30株苗的株高(H2)、冠幅(P2)及成活

率；于始花期测定各处理中 30株苗的株高(H3)、冠幅

(P3)及成活率；于盛花期测定各处理中 30株苗的株高

(H4)、冠幅(P4)及成活率；用式(6)统计株高增长量，用式

(7)统计冠幅增长量。于盛花期收割花穗，统计不同处

理的产花量。以上数据均用直尺进行测量，数据取平

均值。

株高增长量=Hn+1-Hn ………………………… (6)

冠幅增长量=Pn+1-Pn …………………………… (7)

成活率=（存活株树/30）×100% ……………… (8)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畦高对薰衣草长势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1可知，在漳州地区露地栽培条件下，不同的

畦面高度对新疆‘法国蓝’薰衣草的长势、成活率及鲜

花产量均有影响。采用本地菜园种植普遍采用的

15 cm高平畦时薰衣草的冠幅增长速度最慢，产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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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高/

cm

15

20

30

现蕾期

株高增长量/

cm

0.31

2.14

3.20

冠幅增长量

(长×宽)/cm

0.17×0.15

3.71×0.57

2.80×1.32

成活率/

%

100.00

100.00

100.00

始花期

株高增长量/

cm

4.64

4.86

4.19

冠幅增长量

(长×宽)/cm

1.63×1.27

3.23×0.18

4.89×0.50

成活率/

%

90.00

86.00

100.00

盛花期

株高增长量/

cm

1.34

1.24

2.89

冠幅增长量

(长×宽)/cm

3.81×0.33

4.64×4.81

5.81×3.53

成活率/

%

60.00

58.00

98.00

花穗产量/

g

17.48

21.10

38.00

折算公顷产量/

kg

8.831

10.660

19.190

处理

CK

A

B

C

容重/

(g/cm3)

1.31

1.44

1.22

1.25

总孔隙度/

%

61.96

56.35

61.86

59.26

通气孔隙度/

%

22.39

31.07

27.44

29.41

持水孔隙度/

%

39.57

25.28

34.42

29.85

大小孔隙比

1:1.77

1:0.81

1:1.25

1:1.01

pH值

5.83

6.00

6.33

6.93

电导率/

(μS/cm)

48.67

33.00

83.33

47.00

全氮/

(g/kg)

0.99

0.91

1.03

0.91

有效磷/

(mg/kg)

44.8

57.4

60.4

49.2

速效钾/

(mg/kg)

152

150

332

119

低，折算鲜花产量仅 8.831 kg/hm2，采收期成活率也较

低，仅 60.00%；畦高增加到 20 cm时，薰衣草株高增长

量及冠幅增长量均优于 15 cm畦，鲜花产量也有所提

升，可达10.660 kg/hm2，但薰衣草在盛花期的成活率依

然不高，仅58.00%；当畦面加高到30 cm时株高增长量

及冠幅增长量都有明显提高，盛花期的成活率可达

98.00%，鲜花产量可达19.190 kg/hm2。

2.2 不同栽培基质对薰衣草长势及产量的影响

2.2.1 不同基质的理化性质及氮磷钾含量分析 由表2

可知，4种基质的容重相差不大，均大于 1.00 g/cm3；总

孔隙度则存在一些差别，其中CK和处理B的总孔隙

度可达 60%以上，其他 2个处理低于 60%；4个处理的

通气孔隙度均可达到20%以上，除CK外，其他处理的

通气孔隙可达到25%以上，处理A的通气性最高，达到

31.07%；4 个处理的持水孔隙度均可达到 25%以上，

CK的持水孔隙度最高，达到39.57%，处理A的持水度

最低，为 25.28%；4个处理的土壤 pH值中，CK和处理

A的酸性较强，处理B为弱酸性，处理C最接近中性；

在电导率方面，最强的是处理B，可达到83.33 μS/cm，

其余3个处理的电导率相差不大。

4个处理中处理B的营养成分含量最高，全氮含

量超过1 g/kg，速效磷含量超过60 mg/kg，速效钾含量

超过300 mg/kg；其余3个处理的全氮含量均不足1 g/kg，

速效钾含量均不足 200 mg/kg，CK及处理C的速效磷

含量均不足50 mg/kg。

2.2.2 不同栽培基质对薰衣草长势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

3可知，不同配方基质对‘法国蓝’薰衣草的长势会有

一些影响，在植株生长初期，处理A的株高增长量最

高，但随着生殖生长进程的推进，处理A的株高增长量

趋于平缓，处理C的株高增长量开始加强。到花穗采

收期，A的植株成活率最高，其余3个处理成活率相差

无几。3种配方基质的产量均较CK有大幅提升，其中

处理C的花穗产量最高，其次是A。

由表4可知，处理C无论在单株平均抽穗数、花穗

长度还是花梗长度方面都表现最优，处理A和B在鲜

花质量方面较CK没有明显差异。

表1 不同畦高对‘法国蓝’薰衣草长势及产量的影响

表2 不同基质的理化性质及有机质含量

畦高/

cm

CK

A

B

C

现蕾期

株高增长量/

cm

3.14

7.67

1.98

3.22

冠幅增长量

(长×宽)/cm

2.71×0.15

3.47×0.26

2.20×2.33

1.79×0.42

成活率/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始花期

株高增长量/

cm

4.23

4.53

3.49

7.09

冠幅增长量

(长×宽)/cm

5.00×1.24

1.85×4.50

0.63×0.06

0.37×0.51

成活率/

%

100.00

100.00

100.00

98.00

盛花期

株高增长量/

cm

3.14

3.38

3.77

4.85

冠幅增长量

(长×宽)/cm

3.96×3.73

0.83×4.26

3.53×3.27

4.55×4.16

成活率/

%

96.67

100.00

94.00

96.00

花穗产量/

g

36.68

83.02

63.04

100.89

折算公顷产量/

kg

18.141

41.919

31.829

50.930

表3 不同栽培基质对‘法国蓝’薰衣草长势及产量的影响

·· 24



等：

3 结论

在露地栽培过程中，不同的畦高，不同的基质配比

对薰衣草的长势、成活率、鲜花产量及鲜花质量均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畦面越高薰衣草的长势越好，成活率

及鲜花产量也越高。薰衣草在营养生长阶段，基质的

通气孔隙度越高，持水孔隙度越低，则长势越好。可理

解为‘法国蓝’薰衣草的营养生长阶段，对根系的透气

性要求很高，对水分和肥力没有太大需求。进入生殖

生长阶段，根系对基质透气性的要求有所下降，但仅比

营养生长阶段稍低一些，仍需要较多的通气孔隙；对基

质含水量的要求有所提升，但也仅比营养生长阶段稍

高一些，仍然不需要太多的持水孔隙；此外，生殖生长

时期适当提升土壤的营养物质将有助于提高鲜花质

量，但应注意在提高养分的同时保持土壤pH值尽量接

近中性，否则将抑制植株的生殖生长并易导致全株

死亡。

4 讨论

4.1 筛选合适的定植畦高度有助于提高‘法国蓝’薰衣

草的成活率及产量

在‘法国蓝’薰衣草的原产地新疆伊犁，河谷地区

的年降雨量仅417.6 mm，年均温10.4℃[31]，土质主要为

灰钙土及风沙土[32]，透气有余，持水不足，因此畦面高

20 cm已经可以栽培薰衣草[33]。马洪英[23]在天津地区

栽培，将畦面提高到 35 cm，则狭叶薰衣草长势良好，

而李敏等[24]在青岛采用平畦、安韦韦等[25]在长白上采

用高100 cm的高垄进行栽培，狭叶薰衣草的长势均无

法达到理想状态。虽然基质的配方对薰衣草的长势有

直接影响，但考虑到畦面的高度会直接影响到植株根

系的透气性及透水性，筛选适当的薰衣草定植畦高也

很必要。本研究针对福建省漳州地区日照充足、雨量

丰沛，栽培用土多为保水力极佳的壤土这一特点，设计

15、20、30 cm 3 种不同畦面高度，发现当畦面达到

30 cm时，‘法国蓝’薰衣草的长势最好，但如欲继续加

高畦面，则容易造成畦面坍塌，需要定期培土，大幅增

加人工管理成本。故在漳州地区栽培狭叶薰衣草，

30 cm的畦面高度是较为理想的畦高。

4.2 适当的透气性及酸碱度有利于‘法国蓝’薰衣草在

漳州地区露地开花及越夏

中国对狭叶薰衣草的驯化研究自徐春棠起由来已

久，但均停留在北部及西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对薰衣

草的栽培驯化研究仅见台湾有报道，但推广品种为齿

叶薰衣草及杂交薰衣草，狭叶薰衣草亦未见推广 [27]。

大致原因为东南部地区夏季高温多雨，与狭叶薰衣草

原产地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差别较大。从本研究可看

出，要在漳州露地栽培薰衣草并非绝对不可能：在土壤

中加入椰康可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帮助薰衣草在

春季营养生长阶段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从而提高植

株的抗逆性；在土壤中加入园艺陶粒及河沙等大颗粒

物质有助于增加土壤的透气排水能力，可保证‘法国

蓝’薰衣草根系的土壤环境在夏季汛期仍具有良好的

通透性，从而辅助植株顺利越夏；在此基础上若在花期

増施草木灰及石灰降低土壤的酸性，则有助于提高鲜

花产量。

本研究中的供试土壤均为弱酸性，当基质的pH值

达到弱碱性时是否更有助于薰衣草花期的生长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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