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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莴笋作物 4R 养分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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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莴笋是一种常见的绿叶蔬菜，其质地脆嫩，风味独特，

深受人们喜爱。菜农为了获得莴笋高产、增加经济效益，

生产中过量施用氮肥的情况十分普遍，而磷肥、钾肥、有

机肥等用量往往不足，造成蔬菜养分供应不平衡和土壤养

分失衡 [1]。例如，在 pH 小于 5 的强酸性土壤上经常出现

中、微量元素钙、镁、锌、硼、铁、钼等明显不足，成为

莴笋等作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2]。因此，要实现莴笋优

质高产，就必须根据莴笋的需肥特性、土壤条件和肥料种

类等进行养分的合理管理。本文在总结过去多年研究的基

础上 , 提出了重庆地区莴笋生产的 4R 养分管理技术。

正确的肥料品种

莴笋吸肥能力较强，其生长发育需要充足的养分。

莴笋不仅需要氮磷钾三种大量元素，而且还需要钙、镁、

硫、铁、铜、锌、硼和钼等中微量元素。根据土壤养分状

况、灌溉方法和作物生长阶段等，为莴笋选择适当的化学

肥料品种和适宜的有机肥料非常重要。

在莴笋栽培中，适宜的化学氮肥有尿素、硫酸铵、硝

酸铵等，其中尿素含氮高，负作用小，适合在多种土壤上

施用。莴笋施用磷肥时，在酸性和碱性土壤上一般均适宜

选择磷酸二氢铵，在酸性较强的土壤上施用钙镁磷肥效果

较好，在碱性土壤上则以施用过磷酸钙效果为佳。莴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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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种类钾肥处理莴笋养分含量和吸收量

注：表中 KCl 后的 1，2和 3代表 KCl 的用量 , KS 后的 1，2和 3代表 K2SO4 的用量。

处理



37

年
  

月
总
第
    期

2
0
1
5
    5

 
 
 
 
 
 
3
4

高
效

施
肥

产中适宜的钾肥有氯化钾、硫酸钾和硝酸钾，其中氯化钾

施用最广泛；在缺硫的土壤上种植莴笋，选择硫酸钾效果

更佳。在重庆地区开展的田间试验表明，施用氯化钾和硫

酸钾的莴笋产量差异不大，莴笋的养分含量和吸收量平均

值差异也不明显 ( 表 1 )。由于硫酸钾成本较氯化钾高，因

此选择氯化钾在经济上更合算 [3]。在缺硼、锌和镁等微量

元素的土壤上，应适当补充硼肥、锌肥和镁肥。

狄彩霞等 [4]研究了不同肥料组合对莴笋的营养效应，

发现在氮磷钾处理的基础上配施镁肥和镁、锌、硼肥均能

提高莴笋产量。此外，有机肥料既能提供一系列必需营养

元素，又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朱小梅等 [5] 发现不同

施肥处理对莴笋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有显著影响，增施

菜籽粕、泥炭能显著提高莴笋产量。因此，在施用氮、磷

和钾肥的基础上，增施微量元素和配合施用菜籽粕、泥炭

等有机肥料，是有效提高莴笋产量、改善营养品质、发展

无公害莴笋生产的一项重要农业技术措施 [6]。

正确的肥料用量

莴笋对养分的数量需求是合理施肥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适宜的施肥量范围内，莴笋的产量水平与养分吸收量呈

正相关；同时，养分需求量也受莴笋品种、土壤肥力、种

植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同产量水平下莴笋植株体内的氮磷

钾含量不同，其吸收总量也不同。据唐静 [3] 对重庆地区

部分田间试验统计结果，莴笋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量随着

产量水平的升高而增加。低产区 ( ＜ 2000 公斤 / 亩 ) 莴

笋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量分别为 0.94－3.49、0.18－0.81

和 0.94－6.0 公斤 / 亩，平均为 2.0、0.42 和 3.1 公斤 / 亩；

每生产 1000 公斤莴笋需要吸收 1.60 公斤氮、0.33 公斤

磷和 2.42 公斤钾。中产区 ( 2000－3300 公斤 / 亩 ) 莴笋

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量分别为 2.34－5.93、0.39－1.39

和 2.29－11.6 公斤 / 亩，平均为4.0、0.83和 6.23公斤 / 亩；

每生产 1000公斤莴笋需要吸收 1.85 公斤氮、0.38 公斤磷和

2.89公斤钾。高产区 ( ＞3300公斤 / 亩 ) 莴笋对氮磷钾养分

的吸收量分别为3.76－7.07、0.93－1.65 和 4.53－12.13 公

斤 / 亩，平均为 5.31、1.25 和 8.0 公斤 / 亩；每生产 1000

公斤莴笋需要吸收 1.70 公斤氮、0.40 公斤磷和 2.55 公斤

钾。一般来讲 , 同一产量水平下莴笋对三要素养分吸收量

均表现为：钾＞氮＞磷。显示出莴笋养分需要量一般以

钾为最大、氮次之、磷最小之特点，事实上这也是大多

数蔬菜作物对三要素养分的需求特点。

张晓玲等 [7] 的研究结果表明，莴笋从高产到低产氮、

磷、钾养分吸收量均差异明显，氮的平均吸收量范围为

1.19 －5.46 公斤 / 亩，磷的平均吸收量范围为 0.14－0.75

公斤 / 亩，钾的平均吸收量范围为 1.43－8.60 公斤 / 亩。

各产量水平的养分平均吸收比例范围为：( 1.00 : 0.12 : 

1.20    )   －(    1.00 : 0.14 : 1.58 )。受产量差异影响，从低产到中

产莴苣氮、磷、钾的平均吸收量增加显著，中产各养分吸

收量约为低产的3倍，但中产到高产的增加量均有所下降。

表 3 是按照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对土

壤养分的分级标准，将重庆地区缺素区莴笋的相对产量按

＜ 60%、60%－75%、75%－90%、90%－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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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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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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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变异系数

(%)

32.8

30.7

37.2

21.4

31.3

43.2

18.4

17.0

29.0

低产区

中产区

高产区

最小值

( 公斤 / 亩 )

0.94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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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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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产量水平莴笋养分吸收特征

项 目                   养分                                                                                                                                   标准差

土壤等级

相对产量 (%)

碱解氮 ( 毫克 / 公斤 )

有效磷 ( 毫克 / 公斤 )

速效钾 ( 毫克 / 公斤 )

低

<60

<50

<5

<30

中

75－90

75－120

15－50

60－115

较低

60－75 

50－75

5－15

30－60

较高

90－95

120－140

50－75

115－145

高

≥ 95

 ≥ 140

 ≥ 75

 ≥ 145

表 3  根据缺素区相对产量划分土壤养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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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 5 级，相应的土壤养分丰缺指标为低、较低、中、

较高、高 [7]。根据这个分级标准，可以初步确定出重庆地

区不同养分含量的莴笋土壤施用氮、磷、钾肥的适宜用量。

根据土壤有效养分和最佳施肥量对数模型、莴笋基

础土壤养分分级临界值计算不同等级土壤推荐施肥量 ( 表

4 )[7]。在莴笋生产中，重庆地区莴笋的氮肥 ( N )、磷肥

( P2O5 )、钾肥 ( K2O ) 施用范围分别为 15－25、6－9 和

12－15 公斤 / 亩；对于未经养分测试的土壤，种植莴笋

建议一般氮肥 ( N )、磷肥 ( P2O5 )、钾肥 ( K2O ) 用量分

别为 20、8 和 15 公斤 / 亩。

图 1 不同品种莴笋氮磷钾累计吸收量曲线

土壤

等级

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

碱解氮

( 毫克 / 公斤 )

<50

50－75

75－120

120－140

≥ 140

有效磷

( 毫克 / 公斤 )

<5

5－15

15－50

50－75

≥ 75

速效钾

( 毫克 / 公斤 )

<35

35－60

60－115

115－145

≥ 145

相对产量

( % ) 

<60

60－75

75－90

90－95

≥ 95

推荐施氮量

( 公斤 / 亩 )

>32.0

24.5－32.0

17.3－24.5

15.0－17.3

≤ 15.0

推荐施磷量

( 公斤 / 亩 )

>13.3

9.8－13.3

5.9－9.8

4.7－5.9

≤ 4.7

推荐施钾量

( 公斤 / 亩 )

>27.9

21.1－27.9

14.3－21.1

12.1－14.3

≤ 21.1

表 4  莴笋土壤有效养分和推荐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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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肥料施用时间

不同品种和生育期莴笋的氮磷钾吸收量不同。金珂

旭等 [8] 研究两个品种不同生育期莴笋氮磷钾累积吸收量

( 图 1 ) 可知，莴笋生长初期生长量较少，根系较浅，养

分吸收能力较差，吸肥数量也少；随着生长量的逐渐增加，

莴笋对氮、磷、钾的吸收量也逐渐增大；不同生育期莴笋

氮、磷、钾累积吸收量均以香优九号高于金香玉。可见，

充足的养分供应在莴笋不同生育期都至关重要。在莴笋栽

培中，当土壤氮含量低于 75－80 毫克 / 公斤时，氮肥可

作基肥；而为了提高氮肥利用效率，当土壤有效氮含量高

于80毫克 / 公斤时，氮肥则作追肥施用，一般分3次追肥，

莲座期追施 30%，开盘期追施 40%，旺长期追施 30%。

重庆夏季温度较高，莴笋整个生育期较短，一般分 2 次追

肥；而秋季到冬季莴笋生育期较长，一般分 3－4 次追肥，

施肥比例可做适当调整。莴笋最后一次追氮肥需在收获期

15－20 天之前进行，避免收获期硝酸盐累积。磷肥一般

作基肥一次性施用，当土壤为酸性土 ( pH ＜ 5 ) 或碱性

土 ( pH ＞ 7.5 ) 时，磷肥作早期追肥，基肥施入 50%，

然后在返青期追施 50%。磷肥作追肥时一般宜采用磷酸

一铵或重过磷酸钙，加水溶解后与同期追施的氮肥一起

施入土壤中。莴笋生产中氯化钾和硫酸钾一般作基肥，

若在春夏季雨水较多时，可考虑钾肥作莴笋生长早期

( 如返青期、莲座期等 ) 的追肥，或基、追施相结合施用。

唐静等 [9] 研究了不同时期追施氯化钾对莴笋产量和品

质的影响，发现基施氯化钾有利于提高莴笋全氮、磷、

钾含量，而不同时期追施氯化钾可降低莴笋硝酸盐含量。

正确的肥料施用方法

肥料施用方法对养分有效利用莴笋高产优质生产十

分关键。常用氮肥作基肥时一般与有机肥配合施用效果

最好，将氮肥与有机肥料混匀后翻耕 ( 或旋耕 ) 入土，施

用在耕作层。磷肥作基肥通常集中穴 ( 窝 ) 施，主要方法

是在莴笋根际土壤周围施用。钾肥作基肥经常是在犁地

和栽种前撒施，也可集中穴 ( 窝 ) 施。水溶性氮、磷和钾

肥作追肥时用灌溉水或清粪水等溶解后进行穴施，以保

证肥料分布在莴笋植株根层，有利于吸收，且肥效更佳。

莴笋生产中，化学氮肥多次作追肥用水溶解后施用，可

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减少氮素肥料用量。大多数

情况下钾肥宜深施入水分状况较好的湿土层中，既有利

于钾的扩散和减少土壤对钾的固定，又有利于莴笋的吸

收。固定能力强和有效钾水平低的菜园土壤上，钾肥宜

在根系附近条施或穴施。砂性菜园土壤施用钾肥，宜分

次作追肥施用，以减少钾的损失、提高莴笋作物的有效

吸收。莴笋生产上叶面喷施硝酸钾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施

肥方法，在莴笋营养生长重要阶段 ( 开盘期、旺长期 ) 喷

施，可对莴笋同时提供钾素和氮素，作为从土壤中吸收

养分的补充，有利于节肥增产。

结论

通过大量试验研究，重庆地区莴笋对三要素养分的

需求已经基本确定。生产中采用 4R 养分管理技术可以更

好地满足莴笋作物对养分的需求，达到莴笋高产、优质

和可持续发展的栽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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