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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肥料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是平欧

杂种榛专用肥及施肥方法。包括两种配方，配方

1：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氮

36％～41％，五氧化二磷13％～17％，氧化钾6％

～10％，镁1％～3％；配方2：按有效成分占所述

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氮24％-28％，五氧化二磷

5％～8％，氧化钾12％～19％，镁4％～6％。每年

5月份追施配方1专用肥，7月上旬追施配方2专用

肥，施肥量为每生产1kg果实施肥200g～250g。本

发明填补了平欧杂种榛肥料的空白，提高榛树营

养及产量，降低树体越冬抽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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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平欧杂种榛专用肥，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两种配方：

配方1：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36％～41％，五

氧化二磷13％～17％，氧化钾6％～10％，镁1％～3％；

配方2：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24％-28％，五

氧化二磷5％～8％，氧化钾12％～19％，镁4％～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平欧杂种榛专用肥，其特征在于，

所述配方1：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37.54％～

39.84％，五氧化二磷14.70％～15.72％，氧化钾7.49％～8.82％，镁2.07％～2.40％；

所述配方2：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25 .03-

26.56％，五氧化二磷6.30％～6.74％，氧化钾13.23％～17.82％，镁4.84％～5.18％。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平欧杂种榛专用肥的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土壤追肥时，于

每年5月份追施所述配方1专用肥，施肥量为每生产1kg果实需施肥200g～250g；7月上旬追

施所述配方2专用肥，施肥量为每生产1kg果实需施肥200g～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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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欧杂种榛专用肥及施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肥料生产技术领域，具体而言，尤其涉及平欧杂种榛专用肥及施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平欧杂种榛是我国科研人员以平榛为母本、欧榛为父本，杂交育成的耐寒优质种

间杂种，为我国特有物种。由于平欧杂种榛既具有平榛耐寒的特性，又具有欧榛果大、壳薄

的优点，因此，逐渐成为我国榛子产业的生产栽培种。随着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平

欧杂种榛作为特色经济林树种之一，栽植面积越来越大，预计未来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栽

培面积可能会超过70万亩，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区栽培面积达到70万亩，其它省区

发展10万亩。由于平欧杂种榛具有独特的营养需求规律，需要特定的配方肥料。目前生产栽

培上对平欧杂种榛的施肥管理比较混乱，多数采用市面常用的果树专用肥进行施肥，施肥

时间参考苹果等果树，导致肥料的元素配比及施肥时间没有与平欧杂种榛的养分需求规律

相匹配，一方面导致肥料利用率低，污染环境，增加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元素配比、施肥

时间不适宜，导致个别营养元素施肥不足，树体产量不稳，树体长势弱，越冬冻害严重。因此

研究开发适宜平欧杂种榛生长的专用肥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平欧杂种榛的种植施肥效果差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平欧杂种榛专

用肥，并提供了施肥方法，适用于盛果期平欧杂种榛树。

[0004]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平欧杂种榛专用肥，包括以下两种配方：

[0006] 配方1：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36％～

41％，五氧化二磷13％～17％，氧化钾6％～10％，镁1％～3％；

[0007] 配方2：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24％-

28％，五氧化二磷5％～8％，氧化钾12％～19％，镁4％～6％。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

[0009] 所述配方1：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

37.54％～39.84％，五氧化二磷14.7％～15.72％，氧化钾7.49％～8.82％，镁2.07％～

2.40％；

[0010] 所述配方2：按有效成分占所述专用肥的质量百分数，包括以下有效成分：氮

25 .03-26 .56％，五氧化二磷6.3％～6 .74％，氧化钾13 .23％～17 .82％，镁4 .84％～

5.18％。

[0011] 上述平欧杂种榛专用肥的施肥方法，用于土壤追肥时，于每年5月份追施前述配方

1专用肥，施肥量为每生产1kg果实需施肥200g～250g；7月上旬追施前述配方2专用肥，施肥

量为每生产1kg果实需施肥200g～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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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为解决平欧杂种榛缺乏专用肥配方问题，通过对平欧杂种榛树不同生育期的解体

调查分析，探索出平欧杂种榛养分需求规律，提出了适宜的营养元素施肥配比及榛树需肥

关键期。通过田间施肥验证试验，进一步论证了平欧杂种榛专用肥配方及使用方法的科学

性。这种专用肥配方及使用方法与平欧杂种榛生长结实所需养分需求规律相适应的养分配

比及养分需求关键期相一致，保证树体养分吸收充分，避免因肥料中营养元素配比不适合

导致树体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平衡，从而造成榛树树势早衰或旺长、越冬抗寒性差、果实

产量不稳定及肥料环境污染等问题。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的专用肥及施肥方法，填补了平欧杂种榛肥料的空白，肥料利用率高，避免

了施肥不足或过量，及时为榛树提供所需营养元素，保证树体养分吸收充分，提高了产量，

中庸树势，提高榛树营养，降低树体越冬抽条的问题，可广泛应用于榛子生产领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

[0016] 实施例1

[0017] 1、试验地点与供试品种

[0018] 试验地点：锦州黑山新兴镇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锦州黑山榛子试验示范基地。

[0019] 供试品种：达维，树龄为8～11年生，平均冠幅1.9～2.1米，树高2.3～2.4米。

[0020] 2、试验设计与处理方法

[0021] 以传统施肥为对照，按照榛子配方肥及施肥方法进行田间施肥试验。每处理50-60

株达维树，3次重复，各处理按随机区组排列，园地管理同常规处理一致。

[0022] 配方施肥试验树体的预期产量1kg/株为目标进行施肥试验。按照需肥关键期有效

氮、磷、钾、镁需求量计算出肥料需求量，以磷酸二胺计算有效磷需求量、尿素补充氮肥量，

以硫酸钾镁肥计算有效钾和镁需求量。将不同肥料按氮、磷、钾、镁施用量分别称量、混匀，

分别于5月份、7月上旬施入试验树。

[0023] 3、肥料与施肥方法

[0024] 传统施肥采用市场上常用的复合肥(有效氮12％、有效磷18％、有效钾15％)，采取

环沟状施肥方法于5月份一次性施入试验树500g/株。

[0025] 配方施肥按照本申请的专用肥，以磷酸二铵(有效氮18％、有效磷46％)、尿素(有

效氮46％)、硫酸钾镁肥(有效钾22％、镁6％)用量混合后采取环沟状施肥方法分别于5月

份、7月上旬施入试验树。具体施肥量见表1。

[0026] 表1施肥试验施肥时期与施肥量表

[0027]   传统施肥 配方施肥

5月份 复合肥500g/株 磷酸二胺68g/株+尿素147g/株+硫酸钾镁80g/株

7月上旬 0g/株 磷酸二胺29g/株+尿素104g/株+硫酸钾镁162g/株

[0028] 4、试验地概况与时间安排

[0029] 试验地概况：试验地位于辽宁中西部，处于温带半湿润区内，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年平均气温7.9℃，无霜期165天，年平均降水量为568.4毫米。试验地以棕壤土为主，

呈中性或弱碱性，土壤有机质含量0 .97％，有效氮含量38 .36mg .kg - 1，有效磷含量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233545 A

4



8 .95mg .kg-1，有效钾含量386mg .kg-1，交换性钙含量7308 .8mg .kg-1，交换性镁含量

709.2mg.kg-1。属于有机质、有效氮、有效钾缺乏土壤。

[0030] 时间安排：试验自2014年开始至2017年结束，连续实施4年。

[0031] 5、试验调查项目

[0032] 8月上旬采集试验树叶片测定营养含量；秋季每处理选择7-10株树测定平均单株

产量；11月中旬每处理选择7-10株树调查树冠外围一年生延长枝长度及基粗；翌年春季树

体发芽后调查越冬抽条率。

[0033] 6、统计分析方法

[0034] 数据分析采用方差分析与Dunnett-t检验。

[0035] 7、试验结果：

[0036] 7.1配方施肥对试验树产量的影响

[0037] 应用榛子专用肥配方及施肥量，比传统施肥处理，实现了每亩果实产量增产20-25

公斤的效益，见表2。

[0038] 表2专用肥配方施肥与园地传统施肥榛子亩产量比较

[0039]

[0040] 注：*两种施肥方式平均产量差异显著。

[0041] 7.2配方施肥对试验树营养状况与越冬抗寒性的影响

[0042] 应用榛子专用肥配方及施肥量，实现榛树营养含量达到正常水平(见表3)，显著降

低了榛树的越冬抽条比例，并且纸条的长度和粗度都有增加(见表4)。

[0043] 表3专用肥配方施肥与园地传统施肥榛树叶片营养含量比较

[0044]

[0045] 表4专用肥配方施肥与园地传统施肥榛树生长量与越冬抽条率比较

[0046]

[0047] 对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都

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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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

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应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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