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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

法，包括步骤一、施撒土壤改良肥并铺设作物根

系和残茬，步骤二、铺洒膨润土并进行翻耕后进

行种植间隔标记，步骤三、栽植林果种苗并进行

种植后管理，期间定期松土，步骤四、土壤分区采

样后筛分水稳性团聚体并进行检测，步骤五、根

据检测结果分区种植生态修复草；本发明通过利

用作物根系和残茬腐烂形成腐殖质，配合膨润土

的混合，使得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小幅增加，保

证肥力不会快速流失，并配合种植林果和根系发

达的生态修复草，以及定期松土洒水的操作，进

一步增加了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的塑构，以此提

升土壤生态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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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土壤进行预处理后撒施土壤改良肥料，对土壤进行洒水湿润后，在上层铺设

作物根系和残茬并进行洒水使其潮湿腐烂；

步骤二、待作物根系和残茬腐烂形成腐殖质后铺洒一层膨润土，再对土壤进行翻耕，翻

耕深度控制在20‑60cm，翻耕后按照林果种植标准进行种植点间隔标记；

步骤三、按照标记点进行挖孔穴，并将林果苗木定植在孔穴内，定植后进行种植后管

理，期间定期进行松土操作；

步骤四、待林果苗正常生长12‑16个月后，在种植地分区采取土壤样本并进行标记，然

后采用湿筛法筛分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并进行检测，获得检测结果；

步骤五、根据不同区块的检测结果选择种植根系发达的生态修复草，并定期进行浇水

灌溉，加速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成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

土壤的预处理方法为将土壤中石头等杂物去除，然后将土壤深挖55‑65cm后利用破碎粉碎

机将土块破碎打细，再根据地块的高低差将土壤所在的地块填补平整并找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

土壤改良肥料由有机发酵肥和土壤调理剂混合而成，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有机发酵肥原料进行配比混合后进行发热、高温、降温和腐熟保肥四个阶段

处理，得到发酵有机料；

第二步、将发酵有机料粉碎筛选后进行陈化翻堆处理，处理时间为30天，得到有机发酵

肥；

第三步、将有机发酵肥与土壤调理剂按照75:25的质量比进行充分混合，得到土壤改良

肥，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技术指标包含氧化钙≥40％，镁≥1％，有机碳≥9％，氧化钙由牡蛎

壳为原料制备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

作物根系和残茬铺设厚度控制在5‑10cm，铺设作物根系和残茬后每隔2‑5天进行一次洒水，

洒水水源来自灌溉塘，在夏天干燥天气洒水间隔控制在2‑3天一次，在冬天和阴雨天气洒水

间隔控制在4‑5天一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

膨润土铺洒标准为90‑110kg/亩，土壤翻耕时将下层土壤与上层腐殖质和膨润土充分抓耕

混合均匀，然后按照行间距1.5‑2m，株间距2‑2.5m进行种植点标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

定植后种植管理包括除虫、补施肥料和枝叶修剪，进行枝叶修剪时修剪后的枝叶直接撒在

苗木四周腐烂作为腐肥；所述松土操作间隔时间控制在40‑90天一次，种植前期1‑4个月松

土间隔控制在40‑60天一次，种植后期4个月之后松土间隔控制在60‑90天一次，每次松土后

进行一次洒水操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

土壤采样时采用S法进行采样，湿筛法筛分时具体操作为在不同区块的样品中取等量土壤

分别用纯水浸泡后将其放入套筛顶层；将套筛置于纯水环境中进行振筛，振筛振幅为2cm，

振频为50次/min；然后取下振筛分别将团聚体无损转移至不同容器中即得到水稳性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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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测时分别测量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及粒径大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

选择种植生态修复草时对于步骤四中检测结果中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少且粒径小的区块种

植根系深且发达的生态修复草，并在种植后增加浇水灌溉频率；对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和

粒径大小处于中间段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态修复草并增加浇水灌溉频率；对于水稳性团聚

体数量多且粒径大小分布均匀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态修复草并进行正常频次浇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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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土质改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结构的好坏不仅与土壤结构的大小、性状和肥力特性有关，也与土壤结构的

稳定性有密切的关系，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可分为水稳性、力稳性和生物稳定性，不同土壤结

构的稳定性不同、根据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可以将土壤团聚体分为水稳性团聚体、力稳性团

聚体和生物稳定性团聚体；

[0003] 土壤团聚体，是指土壤中大小、形状不一、具有不同孔隙度和机械稳定性、水稳定

性的结构单位，通常将粒径>0.25mm的结构单位称为大团聚体；

[0004] 目前对于一些反复耕种或者现代化建设破坏土壤结构，致使土壤出现硬质化或土

地贫瘠化发生，现对于此类土地的处理方法是对其进行施肥修复，但效果不明显，原因在于

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遭到破坏导致其含量大幅降低，而传统的施肥修复仅仅是利用肥料来

使被破坏的土地短时间恢复能种植作物和林果的功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种植几季

后土地依然恢复到贫瘠水平，无法实现长久的种植发展，因此，本发明提出一种土壤水稳性

团聚体塑构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该土壤

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方法通过利用作物根系和残茬腐烂形成腐殖质，配合膨润土的混合，使

得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小幅增加，保证肥力不会快速流失，并配合种植林果和根系发达的

生态修复草，以及定期松土洒水的操作，进一步增加了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的塑构，从根本

上解决了土壤贫瘠的问题。

[0006]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塑

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对土壤进行预处理后撒施土壤改良肥料，对土壤进行洒水湿润后，在上层

铺设作物根系和残茬并进行洒水使其潮湿腐烂；

[0008] 步骤二、待作物根系和残茬腐烂形成腐殖质后铺洒一层膨润土，再对土壤进行翻

耕，翻耕深度控制在20‑60cm，翻耕后按照林果种植标准进行种植点间隔标记；

[0009] 步骤三、按照标记点进行挖孔穴，并将林果定植在孔穴内，定植后进行种植后管

理，期间定期进行松土操作；

[0010] 步骤四、待林果苗正常生长12‑16个月后，在种植地分区采取土壤样本并进行标

记，然后采用湿筛法筛分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并进行检测，获得检测结果；

[0011] 步骤五、根据不同区块的检测结果选择种植根系发达的生态修复草，并定期进行

浇水灌溉，加速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成型。

[0012]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土壤的预处理方法为将土壤中石头等杂物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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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土壤深挖55‑65cm后利用破碎粉碎机将土块破碎打细，再根据地块的高低差将土壤

所在的地块填补平整并找平。

[0013]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土壤改良肥料由有机发酵肥和土壤调理剂混合而

成，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14] 第一步、将有机发酵肥原料进行配比混合后进行发热、高温、降温和腐熟保肥四个

阶段处理，得到发酵有机料；

[0015] 第二步、将发酵有机料粉碎筛选后进行陈化翻堆处理，处理时间为30天，得到有机

发酵肥；

[0016] 第三步、将有机发酵肥与土壤调理剂按照75:25的质量比进行充分混合，得到土壤

改良肥，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技术指标包含氧化钙≥40％，镁≥1％，有机碳≥9％，氧化钙由

牡蛎壳为原料制备而成。

[0017]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一中作物根系和残茬铺设厚度控制在5‑10cm，铺设作

物根系和残茬后每隔2‑5天进行一次洒水，洒水水源来自灌溉塘，在夏天干燥天气洒水间隔

控制在2‑3天一次，在冬天和阴雨天气洒水间隔控制在4‑5天一次。

[0018]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二中膨润土铺洒标准为90‑110kg/亩，土壤翻耕时将下

层土壤与上层腐殖质和膨润土充分抓耕混合均匀，然后按照行间距1.5‑2m，株间距2‑2.5m

进行种植点标记。

[0019]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三中定植后种植管理包括除虫、补施肥料和枝叶修剪，

进行枝叶修剪时修剪后的枝叶直接撒在苗木四周腐烂作为腐肥；所述松土操作间隔时间控

制在40‑90天一次，种植前期1‑4个月松土间隔控制在40‑60天一次，种植后期4个月之后松

土间隔控制在60‑90天一次，每次松土后进行一次洒水操作。

[0020]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四中土壤采样时采用S法进行采样，湿筛法筛分时具体

操作为在不同区块的样品中取等量土壤分别用纯水浸泡后将其放入套筛顶层；将套筛置于

纯水环境中进行振筛，振筛振幅为2cm，振频为50次/min；然后取下振筛分别将团聚体无损

转移至不同容器中即得到水稳性团聚体，检测时分别测量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及粒径大

小。

[0021]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五中选择种植生态修复草时对于步骤四中检测结果中

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少且粒径小的区块种植根系深且发达的生态修复草，并在种植后增加浇

水灌溉频率；对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和粒径大小处于中间段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态修复草

并增加浇水灌溉频率；对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多且粒径大小分布均匀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

态修复草并进行正常频次浇水灌溉。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利用作物根系和残茬腐烂形成腐殖质，配合膨

润土的混合，使得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小幅增加，保证肥力不会快速流失，并配合种植林果

和根系发达的生态修复草，以及定期松土洒水的操作，进一步增加了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

的塑构，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壤贫瘠的问题，为贫瘠土地利用提供了一条长久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塑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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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土壤改良肥料的制备流程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塑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述，本实施例

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27] 实施例1

[0028] 根据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正常地块土壤的水稳性团聚体塑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步骤一、将土壤中石头等杂物去除，然后将土壤深挖55‑65cm后利用破碎粉碎机将

土块破碎打细，再根据土地区块的高低差将土壤所在的地块填补平整并找平，然后撒施土

壤改良肥料，施撒改良肥料前先对土壤的肥力进行取样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调整土壤改

良肥料的成分配比；然后对土壤进行洒水湿润后，在上层铺设作物根系和残茬并进行洒水

使其潮湿腐烂，作物根系和残茬铺设厚度控制在5‑10cm，铺设作物根系和残茬后每隔2‑5天

进行一次洒水，洒水水源来自灌溉塘，在夏天干燥天气洒水间隔控制在2‑3天一次，在冬天

和阴雨天气洒水间隔控制在4‑5天一次；

[0030] 其中土壤改良肥料由有机发酵肥和土壤调理剂混合而成，并根据土壤肥力检测结

果对土壤调理剂成分配比进行调整，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31] 第一步、将有机发酵肥原料进行配比混合后进行发热、高温、降温和腐熟保肥四个

阶段处理，得到发酵有机料；

[0032] 有机发酵肥原料配比混合前需要对其总养分含量、含水量和有机质含量进行检

测，原料包括食用菌菌包、豆粕、油枯和草本药渣，质量百分比为50％食用菌菌包、20％豆

粕、20％油枯和10％草本药渣，并根据检测结果将原料按照合适配比进行混合。

[0033] 第二步、将发酵有机料粉碎筛选后进行陈化翻堆处理，处理时间为30天，得到有机

发酵肥。

[0034] 第三步、将有机发酵肥与土壤调理剂按照75:25的质量比进行充分混合，得到土壤

改良肥，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技术指标包含氧化钙≥40％，镁≥1％，有机碳≥9％，，氧化钙由

牡蛎壳为原料制备而成；

[0035] 当土壤缺乏氮、磷、钾的肥力时，土壤调理剂中根据氮磷钾缺乏的程度适当补充缺

乏较多的元素，并适当降低氧化钙的百分含量，其余元素由有机发酵肥提供。

[0036] 步骤二、待作物根系和残茬腐烂形成腐殖质后铺洒一层膨润土，再对土壤进行翻

耕，翻耕深度控制在20‑60cm，翻耕后按照林果种植标准进行种植点间隔标记；

[0037] 其中膨润土铺洒标准为90‑110kg/亩，土壤翻耕时利用翻耕机进行反复多次抓犁，

将下层土壤与上层腐殖质和膨润土充分抓耕混合均匀，然后按照行间距1.5‑2m，株间距2‑

2.5m进行种植点标记。

[0038] 步骤三、按照标记点进行挖孔穴，挖孔穴深度控制在30‑45cm深，并将林果苗定植

在孔穴内，定植前在种植孔穴内施撒复合肥料，施撒量为50g/孔穴，然后将林果苗置于种植

孔穴内进行填土操作，定植后立即撒透水，然后以林果苗苗干为中心铺设半径为40cm的地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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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再进行种植后管理，定植后种植管理包括除虫、补施肥料和枝叶修剪，进行枝叶修

剪时修剪后的枝叶直接撒在苗木四周腐烂作为腐肥；

[0040] 期间定期进行松土操作，松土操作间隔时间控制在40‑90天一次，种植前期1‑4个

月松土间隔控制在40‑60天一次，种植后期4个月之后松土间隔控制在60‑90天一次，每次松

土后进行一次洒水操作。

[0041] 步骤四、待林果苗正常生长12‑16个月后，在种植地分区采取土壤样本并进行标

记，土壤采样时采用S法进行采样，然后采用湿筛法筛分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并进行检测，

获得检测结果；

[0042] 湿筛法筛分具体操作为在不同区块的样品中取等量土壤分别用纯水浸泡后将其

放入套筛顶层；

[0043] 将套筛置于纯水环境中进行振筛，振筛振幅为2cm，振频为50次/min；

[0044] 然后取下振筛分别将团聚体无损转移至不同容器中即得到水稳性团聚体，检测时

分别测量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及粒径大小。

[0045] 步骤五、根据不同区块的检测结果选择种植根系发达的生态修复草，并定期进行

浇水灌溉，加速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成型；

[0046] 选择种植生态修复草时对于步骤四中检测结果中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少且粒径小

的区块种植根系深且发达的生态修复草，并在种植后增加浇水灌溉频率；

[0047] 对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和粒径大小处于中间段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态修复草并

增加浇水灌溉频率；

[0048] 对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多且粒径大小分布均匀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态修复草并

进行正常频次浇水灌溉。

[0049] 实施例2

[0050] 根据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沙土沙地地块土壤的水稳性团聚体塑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步骤一、在沙土沙地土壤上层铺设作物根系和残茬并进行洒水使其潮湿腐烂，作

物根系和残茬铺设厚度控制在5‑10cm，铺设作物根系和残茬后每隔1‑3天进行一次洒水，洒

水水源来自灌溉塘，在夏天干燥天气洒水间隔控制在1‑2天一次，在冬天和阴雨天气洒水间

隔控制在2‑3天一次；

[0052] 待作物根系和残茬腐烂形成腐殖质后铺洒一层膨润土，再对土壤进行翻耕，翻耕

深度控制在20‑60cm，翻耕后按照耐旱林果种植标准进行种植点间隔标记；

[0053] 其中膨润土铺洒标准为150‑200kg/亩，土壤翻耕时利用翻耕机进行反复多次抓

犁，将下层沙土与上层腐殖质和膨润土充分抓耕混合均匀。

[0054] 步骤二、撒施土壤改良肥料，施撒改良肥料前先对沙土土壤的肥力进行取样检测，

并根据检测结果调整土壤改良肥料的成分配比；

[0055] 其中土壤改良肥料由有机发酵肥和土壤调理剂混合而成，并根据土壤肥力检测结

果对土壤调理剂成分配比进行调整，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56] 第一步、将有机发酵肥原料进行配比混合后进行发热、高温、降温和腐熟保肥四个

阶段处理，得到发酵有机料；

[0057] 有机发酵肥原料配比混合前需要对其总养分含量、含水量和有机质含量进行检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5589807 A

7



测，原料包括食用菌菌包、豆粕、油枯和草本药渣，含量百分比为50％食用菌菌包、20％豆

粕、20％油枯和10％草本药渣，并根据检测结果将原料按照合适配比进行混合。

[0058] 第二步、将发酵有机料粉碎筛选后进行陈化翻堆处理，处理时间为30天，得到有机

发酵肥。

[0059] 第三步、将有机发酵肥与土壤调理剂按照65:35的质量比进行充分混合，得到土壤

改良肥，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技术指标包含氧化钙≥40％，镁≥1％，有机碳≥9％，氧化钙由

牡蛎壳为原料制备而成；

[0060] 当沙土土壤缺乏氮、磷、钾的肥力时，土壤调理剂中根据氮磷钾缺乏的程度适当补

充缺乏较多的元素，并适当降低氧化钙的百分含量，其余元素由有机发酵肥提供。

[0061] 步骤三、施肥后再次进行抓翻，抓翻后按照行间距1.5‑2m，株间距2‑2.5m进行种植

点标记，再按照标记点进行挖孔穴，挖孔穴深度控制在30‑45cm深，并将耐旱林果苗定植在

孔穴内，定植前在种植孔穴内施撒复合肥料，施撒量为50g/孔穴，然后将林果苗置于种植孔

穴内进行填土操作，定植后立即撒透水，然后以林果苗苗干为中心铺设半径为40cm的地膜；

[0062] 再进行种植后管理，定植后种植管理包括除虫、补施肥料和枝叶修剪，进行枝叶修

剪时修剪后的枝叶直接撒在苗木四周腐烂作为腐肥；

[0063] 期间定期进行松土填土操作，松土操作间隔时间控制在40‑90天一次，种植前期1‑

4个月松土间隔控制在40‑60天一次，种植后期4个月之后松土间隔控制在60‑90天一次，每

次松土后进行一次填补膨润土和洒水操作，前期膨润土填补量为60‑75kg/亩，后期膨润土

填补量为35‑50kg/亩。

[0064] 步骤四、待林果苗正常生长12‑16个月后，在种植地分区块采取沙土土壤样本并进

行标记，土壤采样时采用S法进行采样，然后采用湿筛法筛分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并进行检

测，获得检测结果；

[0065] 湿筛法筛分具体操作为在不同区块的样品中取等量沙土土壤分别用纯水浸泡后

将其放入套筛顶层；

[0066] 将套筛置于纯水环境中进行振筛，振筛振幅为2cm，振频为50次/min；

[0067] 然后取下振筛分别将团聚体无损转移至不同容器中即得到水稳性团聚体，检测时

分别测量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及粒径大小。

[0068] 步骤五、根据不同区块的检测结果选择种植根系发达的耐旱生态修复草，并定期

进行浇水灌溉，加速水稳性团聚体塑构成型；

[0069] 选择种植生态修复草时对于步骤四中检测结果中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少且粒径小

的区块种植根系深且发达的耐旱生态修复草，并在种植后增加浇水灌溉频率；

[0070] 对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和粒径大小处于中间段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态修复草并

增加浇水灌溉频率；

[0071] 对于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多且粒径大小分布均匀的区块种植普通的生态修复草并

进行正常频次浇水灌溉。

[007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5589807 A

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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