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坡绿化保水剂、抗旱保水剂

产品名称 边坡绿化保水剂、抗旱保水剂

公司名称 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千克

规格参数 品牌:长安
型号:CA-30
产地:胜利油田

公司地址 东营市沂州路349号

联系电话  18764575177

产品详情

耐旱植树造林中保湿剂的作用  保湿剂在耐旱植树造林中的关键作用反映在下列好多个层面：提升土壤
水分。保湿剂的吸水性较强，混和于土壤层中即产生吸土水，土壤层饱和状态水分含量远远地高过一般
土壤层，故土壤层口的合理水使用量也愈来愈高。而且保湿剂吸足水份后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故树木能
够延续性消化吸收、运用；保湿剂能够推动小苗生长发育，运用保湿剂的绿化苗木缓出苗更短，它是因
为保湿剂能够维持绿化苗木根茎的水份，改进其生长发育的土壤层。自然运用全过程时要留意操纵需求
量，以防土壤水分过高提升土壤温度，反倒会对绿化苗木的发肓造成不好危害；能够提升植树造林存活
率。保湿剂的吸水能力较强，可快速吸湿产生水凝胶，进而具有锁水功效，绿化苗木根茎运用保湿剂解
决后，其根茎表层会黏附一层吸湿疑胶，当土壤类型少水时，吸湿疑胶会迟缓释放出来水份，绿化苗木
根茎可消化吸收、运用，而土壤含水量充时，保湿剂又可以吸湿存款，备于后用，故能够长时间保持绿
化苗木根茎水分平衡，提升植树造林存活率。  2 保湿剂的植树造林应用技术  保湿剂不但适用一般绿
化苗木的移殖，并且针对大苗移殖一样可用。先在植树造林穴运用充裕的保湿剂，在大苗移殖前，其也
运用大颗粒物保湿剂，保湿剂在充足侵泡吸湿后做到饱和，再与植树造林穴内的土壤层充足搅伴、混和
，提升土壤层中的水份成分；种植全过程中必须留意，要在植树造林穴表层遮盖3厘米的农作物秸杆，以
减少太阳中紫外光对保湿剂的溶解功效，并可减少土壤层的年降雨量。在耐旱植树造林中保湿剂的运用
方式 关键包含下列几类：  蘸根法。在运送绿化苗木时运用保湿剂的关键功效是避免绿化苗木根茎在运
送中外流水份，实际使用量依据绿化苗木规格型号而定。使用量较少时能用保湿剂1g与400ML调水成浆
状，再与600g腐殖土、400ML水调合成稠沙浆蘸根就可以。而对于规格型号很大的绿化苗木，其使用量
很大，则依照所述秘方增加占比就可以，还可以将保湿剂与水依照1：100的占比混和，擦抹全部绿化苗
木的根茎一部分，以提升绿化苗木的存活率。绿化苗木嵌入株穴内，再开展松土、安稳、浇灌等；也可
将保湿剂匀称撒于绿化苗木的根茎四周，或与ABT生根剂混和应用，依照ABT使用说明书将其配置成溶
液，再依照1：100的占比与保湿剂混和，添加适量黄土层调成沙浆开展蘸根；直施放：说白了直施放关
键是在春天植树造林时，将保湿剂与土壤层混和后，依照特殊的使用量立即放在株穴内，留意混和用土
壤层为沙质土，再开展植苗、盖土、安稳、浇灌就可以，留意浇灌时水流量要大；種子丸法。说白了種
子丸法便是将種子、保湿剂、水依照一定占比混和，做成镀层液，充足搅抖、晾干，就可以栽种。很多
实验数据数据显示，種子丸法可明显提升栽种植树造林的发芽率及存活率；旋耕施入法，该方式 关键对
于早已种植的绿化苗木运用。应用时先在绿化苗木两边旋耕，依照特殊占比将保湿剂施于沟内，再浇透



水性。旋耕时留意水渠深层要对绿色植物根茎吸湿有益，释放保湿剂后要浇透水性。  3
保湿剂运用常见问题  耐旱植树造林全过程中运用保湿剂必须留意下列好多个层面的难题：要与土壤层
充足混和。与土壤层混和时，保湿剂与土壤层的占比要操纵好，严苛依照技术标准标准开展，并确保保
湿剂与土壤层混和充足，由于假如混和不匀称，土壤层中保湿剂成分过少的地区达不上耐旱保水的用途
规定，相反假如土壤层中保湿剂成分过多，则将会会造成粘稠疑胶，这类状况下部分土壤层储水过高，
会对土壤层的换气特性导致不好危害，情况严重将会会造成 根茎烂掉，对绿化苗木的一切正常生长发育
、生长发育十分不好；运用全过程时要留意，保湿剂仅是能够消化吸收水份，并不可以造成水份，不可
以将其做为造粉剂运用，而且保湿剂所消化吸收的水份数多仅保持一个月，因而在干旱气候施入保湿剂
后，长期性不降雨则需立即浇灌，间距一个月即注水1次，不然会造成 保湿剂供电工作能力降低，如长
期性无法得到水份填补，则会完全丧失供电工作能力；要与其他节水措施相互配合运用。在耐旱植树造
林全过程中，保湿剂的运用仅是一项节水措施，并不是耐旱植树造林的唯一节水措施，因而要与其他节
水措施相互配合运用，才可以得到 更加明显的节约用水实际效果。  抗旱保水剂在土壤层中可以合理维
持降雨和农田灌溉，降低土壤含水量挥发，提升土壤层含水量。提升土壤层对树木的供电工作能力，有
一定的节约用水耐旱实际效果，每664m2可节约水资源900～1500M3，节约用水实际效果比较明显，故在
耐旱植树造林中的运用使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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