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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蓝莓（blueberry），学名越橘，属杜鹃花科（Ericaceae）越桔（Vaccinium）多年生落叶或常绿灌木。果
实为蓝紫色小浆果，果肉细腻，风味独特，既可鲜食，也可深加工，其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水果，被誉
为“浆果之王”。因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被国际粮农组织（ FAO）列为人类5大健康食品之
一[1]。蓝莓以其巨大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商业潜力，吸引大量金融、工商资本投入到蓝莓种植生产中。无
为市从2010年开始引种蓝莓，截止2019年底，全市共发展蓝莓约200hm2，以露地土壤栽培为主。

蓝莓的生长对土壤pH值、有机质含量等条件有严格的要求，该地蓝莓建园添加硫磺粉以及草炭等有机物
料，调节土壤酸度，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改良费时费力，往往不能彻底改良土壤性能，加之春季
涝害、夏季高温干旱频发，这些因素导致不少蓝莓生长缓慢、产量降低，甚至毁园重建等不良后果，造
成很大经济损失。以安徽紫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蓝莓种植企业，利用蓝莓植株较矮，浅根系的
特点，从2013年开始，探索不用土壤，使用泥炭、椰糠、锯末、珍珠岩等有机加无机物料混合作为蓝莓
栽培基质，采用盆栽方式，应用水肥一体化管理，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通过几年试验示范，蓝莓无
土栽培较土壤栽培的优势：一是能有效解决土壤改良难题，杜绝因撒硫磺粉调酸对土壤环境的破坏;二是
能有效解决旱、涝灾害，减轻草害;三是由于精准控制水肥，能节省水、肥和用工，减少面源污染;四是可
以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五是加速蓝莓生长、提升果实品质。一般第3年进入盛果期，增产
幅度50%以上。对改善蓝莓果实的内在品质方面也有积极的作用，对增加蓝莓果实糖和维生素C含量及花
青苷含量尤为明显[2]。到2019年底，此种植模式已在全市推广应用面积近20hm2。笔者结合几年来参与
蓝莓无土盆栽实践，现将此项栽培技术要点及发展前景探析如下，以期为本地蓝莓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一定支持。

1 蓝莓无土栽培技术要点



1.1 建園环境要求 蓝莓无土栽培虽然不受土地状况和区域限制，但建园地应选择交通便利，排灌方便，生
态环境良好的平整地块。要远离公路、铁路干线，周围3km以内没有工矿企业的直接污染源（“三废”
排放）和间接污染源（上风口或上游污染），灌溉水要求清洁无毒，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质量标准》
（GB5084—92）。

1.2 基质选择 蓝莓对栽培基质的要求比较严格，若基质不适宜，会导致蓝莓生长受阻、生长势弱甚至死亡
[3]。选择并配比好基质是蓝莓无土栽培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关于蓝莓盆栽基质筛
选的报道，主要为有机（泥炭、稻壳炭、树皮、椰糠、锯末、秸秆）加无机（蛭石、珍珠岩、岩棉、沙
）基质或加硫磺粉等原料进行配制，基质选择与配比要达到蓝莓对其酸度（pH4.5～5.5）、有机质含量
（20%以上）的要求，保水保肥透气性能好。通过几年对比试验，泥炭：椰糠：珍珠岩1∶1∶1（体积比
）混配基质栽培效果最好，生产上应用最多。

1.3 容器选择 蓝莓是须根，浅根系，忌用深盆，不需要用大盆，过大盆会使基质用量增加，导致生产成本
剧增。一般用口径40-50cm、深度35cm的中浅基质栽培专用盆或控根容器，容器必须有较多的排水孔，以
利于排水透气。建议用30L蓝莓基质栽培专用盆，该盆底部开孔较多，且凹凸不平，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
透气排水性。选择的容器质量一定要好，否则会给生产带来麻烦和损失。

1.4 品种选择 选择树冠相对较小的南高丛早熟大果型鲜食品种，如奥尼尔、绿宝石等，不建议用树形高大
的以及迟熟蓝莓品种。选用2年生以上分枝多、枝条粗壮、根系发达的脱毒组培大钵苗。主栽品种与花期
较为一致的授粉品种可按2∶1比例配置[4]，以提高产量和品质。

1.5 定植与摆放 容器苗可四季定植，但以秋冬季（10—12月）定植最佳，定植时破除钵土，舒展开根系，
栽植深度以高于苗木在容器时原土痕1cm为宜，栽后及时浇透定根水，轻压固苗，基质覆盖高度离盆口2c
m左右。盆栽株行距（0.6～0.8m）×（2.5～2m），摆放密度6600盆/hm2，地面铺设防草布。

1.6 水肥一体化管理 基质盆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植株所有养分均靠后期滴灌施入，蓝莓无土栽
培必须建立水肥一体化系统，智能灌溉系统最好。

1.6.1 水份管理 蓝莓喜湿忌旱涝，对水分供应较敏感，生长期间需要经常保持基质湿润、不积水。但不同
生长季节对水分的要求不同，萌芽开花阶段，充足水分供应是保证顺利萌芽、开花与坐果的基础，此期
基质相对含水量宜控制在60%～65%;果实膨大期需水多，成熟期则需控水，以免降低果实品质并影响贮
藏性，果实膨大期基质含水量宜控制在70%～75%，果实变色至成熟控制在60%～65%;采后恢复水分供应
，促进植株营养生长;中秋至晚秋，为防止后期徒长，促进组织充实，适当减少水分供给，基质含水量宜
控制在50%～60%[5]。灌水时间、次数要结合蓝莓不同生育期需水规律和天气情况，在雨季和高温干旱
季节，适当减少或增加滴灌的次数和时间。基质水分含量可通过人工手搓、手捏、基质颜色变化等经验
判断，通过张力计监测最准确。避雨栽培便于水分管理，且能减少因雨水过多造成的基质养分特别是氮
的流失，减少蓝莓成熟期的裂果。



1.6.2 养分管理 蓝莓属于嫌钙寡营养植物，与其他果树相比，树体内氮、磷、钾、钙、镁含量很低;蓝莓喜
铵态氮，对氨态氮比硝态氮有较强的吸收能力[6];蓝莓对氯元素比较敏感。这些特点决定蓝莓适宜在酸性
土壤环境中生长，施氮肥多以铵态氮为主，忌用含氯化肥，忌过量施肥。蓝莓一般在开花前和采完果实
后会形成2个明显的需肥高峰，具体施肥时间、次数、种类、施肥量应根据蓝莓树龄、长势和不同生长期
需肥规律，结合田间长势、基质墒情、天气情况和叶片分析科学确定，以肥随水走、少量多次、分阶段
拟合为原则。为适应水肥一体化的系统要求，一般应选择溶解速度较快、溶解度高、与灌溉水相互作用
小的肥料种类，如硫酸铵、磷酸二氢铵、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钾、黄腐酸钾等，或用蓝莓滴灌专
用配方肥，微量元素以螯合态的为好。选择好肥料后，将预先计算好的肥料放入肥料罐中，充分溶解成
母液，再把母液注入滴灌系统与灌溉水充分混匀，过滤后通过滴头或滴箭准确地施入蓝莓根系周围区域
。不同肥料搭配施用，应充分考虑其之间的相容性，混合后会产生沉淀的肥料要单独施用，避免肥料相
互作用产生沉淀或拮抗作用[7]。施肥时，营养液pH值调到6.0以下，EC值2～2.3为好。在施肥过程中，需
定时检测盆底渗出液可溶性盐离子浓度和pH值，当EC>2.5时，要及时增加基质排液量，以降低EC值，
以防施肥过量;当pH>5.5时，及时增加营养液酸度，防止基质酸度下降。蓝莓生长期除滴灌施肥外，还需
喷施叶面肥补充微量元素，主要有花期喷硼，坐果后补钙肥等。

1.7 整形修剪 蓝莓生长过程中要及时、科学开展整形修剪，以达到通风、透光、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
的目的，促进蓝莓优质、高产、稳产。刚定植的幼树需剪去细小生长弱的枝条及花芽，对强壮枝条，一
般也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截短。第1个生长季节，尽量少修剪或不修剪，以迅速扩大树冠和枝
数量。第2个生长季节，挂果量控制在2kg左右。进入盛果期，株挂果量控制在3-4kg左右。蓝莓根萌蘖能
力强，基质盆栽多采用丛状树形，定型树高控制在120cm左右。修剪时，短截长壮结果枝、保留中壮果
枝、疏除细弱果枝和密生枝、重叠枝、病虫枝。除冬季修剪外，要运用好采后摘心、短截等修剪措施，
及时培育新结果枝组，更新结果能力下降的老枝组或枝条，防止结果部位外移。花前疏除部分过密花序
。

1.8 病虫鸟害的防治 无为市蓝莓常见的主要病害有叶枯病、僵果病、霜霉病、茎腐病、生理性的叶片失绿
症;虫害有蚜虫、食叶类刺蛾、蛴螬、天牛、金龟子等。病虫害防治必须坚持绿色环保的原则，以改善蓝
莓的生态环境为基础，积极运用农业措施、物理方法、生物防治等安全有效的防治手段。对某些必须化
学防治的病虫害，应尽量应用低毒农药，并注意控制好安全间隔期。架设防鸟网避免鸟害。

2 蓝莓无土栽培发展前景探析

蓝莓无土栽培能够有效解决目前土壤栽培存在的系列问题，并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早结果、提高产
量和效益，但该种植模式目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一次性投资大，规模建园需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
系统和避雨设施等，一般投入成本在105万/hm2以上，是露地种植的3倍以上，一般种植主体难以承受，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投资小且有把握的原有种植模式。二是技术门槛高，蓝莓无土栽培涉及到基质原料选
择与配比、灌溉策略、精准配方施肥、品种优势、园艺操作等，需要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和在实
践中摸索。

随着人们对蓝莓营养和保健等功能深入了解，消费者群体将进一步扩大，作为一种新兴果树，发展速度
和广度前所未有。美国和荷兰的一些公司从2010年前后开始进行蓝莓的基质栽培试验，通过精准调控蓝
莓根系生长所需的水、肥、气、热等环境因子，研究并建立纯基质种植环境的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国际



蓝莓协会预计，蓝莓基质栽培模式将成为未来早熟鲜果的主要生产方式[8]。近两年我国浙江、云南等地
蓝莓无土栽培都取得成功。随着对蓝莓基质栽培技术的掌握，新型蓝莓基质和国产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
设备的推广应用，蓝莓无土栽培将逐渐成为无为市重要且有竞争力的种植方式，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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