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

视，家庭养花已经日渐成为都

市人提高生活质量的休闲爱好。

家庭养花不仅可以美化环境、

活跃气氛，还可以净化空气、

排除居室有害物质，更可以让

都市人在动手栽种的过程中放

松身心、舒缓压力、陶冶性情。

所以我们创作了这套“家

庭园艺”小丛书，本丛书共分

为三册：《家庭养花技巧》、《家庭种树技巧》、《家庭种菜技巧》，

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各种适合家庭种植的植物的栽培技巧。

本书《家庭养花技巧》为了让栽花爱好者进一步了解家庭养花的

技巧，详细介绍了家庭养花所用到花盆及工具，培养土的选择与配制，

花卉的繁殖技巧、基本养护以及病虫害防治技巧，常见家种花卉的别名、

习性以及详细的种植技巧，一一为读者解决家庭养花中遇到的困难。

希望读者能够应用本书的知识，充分享受在家养花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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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常用养花工具及花盆



工具
1. 竹签

选 长 20 ～ 30 厘 米、 宽

2 ～ 4 厘米、厚 0.3 ～ 0.5 厘

米的废旧竹片一段，将前端削

成尖形，做成竹签，用于疏松

盆土和移栽小苗。可做 2 ～ 3

支大小不同的竹签备用。

2. 竹夹子

自制或选购竹夹子 1 ～ 2

个，用于仙人掌类等带刺花卉

的移栽、嫁接。

3. 小镊子

移栽小苗。

4. 花铲

可备多种形式的花铲，用

于栽花、上盆、铲土和换盆、

修根以及移苗、起苗和挖坑。

5. 剪刀

备好枝剪和花剪，前者用

于修剪木本花卉，后者用于修

剪草本花卉。

6. 利刀和刮脸刀片

用于扦插花卉和嫁接。

7. 小耙

用于盆栽和地栽花卉松土。

8. 喷壶

最好选购活头喷壶，安上喷头可以浇花苗

和木苗，卸下喷头可用于大盆花卉的浇灌。

9. 水缸

有条件的可备两个小水缸，一个用于泡制

液肥，一个用于盛放清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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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的种类及用途
1.素烧盆

又称泥盆、瓦盆，是用泥土烧制的花盆，

一般底部有排水孔。它的优点是透气、渗水性

能良好，适合盆栽花卉的生长。不足之处是欠

美观，烧制不熟的易自行损坏。

2.紫砂盆

俗称宜兴盆，以江苏宜兴生产历史悠久而

得名。它的优点是外型美观，适合室内陈设，

缺点是透气性较差。

3.缸瓦盆

质地坚硬，耐用。缺点是透气性差，不美观。

4.瓷盆

制作精细，涂有彩釉，外型美观，多作套

盆用，也可以种植花卉。缺点是透气性能差。

5.塑料盆

优点是轻巧、耐用，但排水和透气性能

差。另外色彩不够调和，有待改进。

上述几种花盆，以素烧泥盆最适合花卉生

长，造价也低。其他几种花盆质地优良，造型

美观，适合在室内摆放，但因其透气性差，所

以种植花卉时应在盆底多放一些粗沙或炉灰，

使之渗水。培养土多加腐殖质和沙土，增加透

气性，种植的花卉也能生长发育良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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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盆步骤
上盆是指第一次把花苗栽入盆内的工作，要根据各种花木品种最适宜的移

栽时间作为上盆适期。落叶花木在11月下旬至次年3月中旬上盆，即在落叶后至

萌发前上盆；常绿花木的移植在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或次年3月上中旬。除

以上期限外，也可临时上盆，但须谨慎操作，严加管理才能使其成活。

1. 花盆的选择：根据花苗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花盆，花盆太大太小都不好，

盆太小，显得头重脚轻不相衬，根系也难以舒展；盆太大，盆中持水过多，而

植株叶面积小，水分蒸发少，土不易干燥，影响根系呼吸，甚至导致烂根。

2. 修剪：挖起准备上盆的花卉，剪去过长的和受伤的根系，再剪去地上部

分某些过长的枝叶。修剪的目的是减少水分蒸腾，与根系保持水分平衡，使植

株上盆后容易成活。

3. 栽植：填土前先用 3 ～ 4 块瓦状盖于排水孔上面，把盆底排水孔盖好，

做到堵而不塞，利于排水。用浅盆、小盆上盆时，可在排水孔处铺塑料纱网或

棕皮。一些名贵的花木，如兰花、杜鹃等，上盆时在盆底增放一些碎砖瓦渣、

木炭等吸水物以利渗水。然后放入粗土，再放少量培养土，最后将花木种入盆中，

四周均匀填土，将满时，把花苗往上略提一提，并摇动花盆，使土壤与根系密接。

一品红扦插成苗 一品红上盆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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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须换盆的情况

若花木带有土球，须先剔除一些陈泥并修剪根系，再将植株置盆中央，填

实盆土。

盆土的容量应保持离盆口1～3厘米，以便日后浇水、施肥不至外溢。上盆

时还要注意盆苗姿态，主干、树冠要正直，深浅、位置要适当。

4.浇水：上盆完毕，应马上浇水。第一次浇水一定要浇足，直至盆底有水

渗出，如果一次不易浇透，可分几次浇灌；也可将盆放在盛水的容器内，使水

从盆底孔慢慢渗透进去，直至盆面土湿润了再拿出盛水容器，但要注意盛水器

内的水不能高于盆面。

5.服盆：新上盆的花卉不能立即放在阳光下暴晒，而应放在阴处，几天后

逐步增加光照。因为新上盆的花卉根系易受到损伤，吸水能力下降，光照太强

会引起新上盆花卉萎蔫。

1. 植株不断长大，原来的盆容纳不下。

2. 随着植株的生长发育，盆内原有养分已基本耗尽。

3. 长时间浇水，造成土壤板结，植株生长期间发育不良。

以上情况发生时，为不影响其生长，需及时换盆更换新土。一般一两年生

草花开花前换盆 2 ～ 3 次；宿根花卉大多 1 年换盆 1 次；木本花卉 2 ～ 3 年换

1 次。换盆时间为春季生长开始前或秋季停止生长后，小盆换大盆可随时进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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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草不断长大 根系十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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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换盆
换盆的目的是为花卉的不断生长重新创造良好的盆土环境条件，为此，要

选择适宜的优质培养土来进行更新，同时在操作过程中，不能损伤枝叶。换盆

前 1 ～ 2 天暂停浇水，使盆土变得干燥一些。以便盆土与盆壁脱离，有利于操作。

换盆时小型和中型花盆可用手轻轻敲击花盆四周，使盆土与花盆稍分离，再将

花盆连同植株向一边倾倒，此时一只手托住植株，另一只手用拇指或木棍从盆

底排水孔处用力向里推几下或轻扣盆底，便可将植株连土坨倒出。

如为宿根花卉，需将原土坨肩部和四周外部的宿土铲掉一层，剪除枯枝、

卷曲根及部分老根，在大一号盆内填入新的培养土，将其栽入。

如为木本花卉，可将原土坨适当去掉一部分，并剪除老枯根，栽入大一号

盆内，并注意添加新的培养土。换盆时栽植方法与上盆方法基本相同。

换盆后要充分灌水，以使根系与土壤密接。换盆后数日宜放置阴处，待其

恢复正常后再按日常方法管理。

将香菇草分株 分株后上盆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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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盆法”解决盆花根系透气问题

巧用“大盆套小盆”养花

盆花一般隔 1 ～ 2 年就需换一次盆，换盆时可看到植株根系主要分布在盆

土四周和底部，土团中心的根却很少，形成“根抱土”，这是由于土团中缺氧（空气）

的缘故。“根抱土”使土壤中的营养不能充分被吸收利用，植株也就不能很好

地生长开花。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可以从盆质、盆形和栽培土等方面考虑外，

还可以采用“双盆栽植法”，即在一大盆中倒置一个，大盆的排水孔需凿大些。

此法对各种肉质根的花卉如君子兰、中国兰、文竹等尤为适用，它可有效地防

止肉质根的腐烂。 

“双盆法”改变了植株根系的分布，使土壤中的养分得到充分利用，花繁

叶茂。但应注意采用“双盆法”后，在小盆内容易藏匿害虫，可对准大花盆底

部的排水孔，向内喷一些药剂即可控制虫害。

如果把几株花卉同栽在一个大花盆内，会发现靠近盆壁的花卉比中间的长

得好。有人受到这种有趣现象的启发，在大盆内部套一个小盆，将花卉栽在两

盆之间，浇水时只向小盆浇，因为内外两层盆壁具有透水、透气，效果甚佳。

常用养花工具及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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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培养土的选择与配制



培养土的成分
根据各类品种的花卉对土壤的要求不

同，往往需要人工调制混合土壤。这种土

壤被称为培养土。培养土的成分很多，主

要成分种类有：

1.园土：是培养土的主要成分。由垃

圾、落叶等经过堆制和高温发酵而成，通

常也把绿化带里的土称为园土。

2.腐叶土：又叫山泥，是一种树叶经

腐烂而成的天然腐殖质土，除用于配制培

养土外，还可单独用来种植杜鹃、山茶等

喜酸性土壤的花卉。

3.河沙：是培养土的基础材料，可选

用一般粗沙，掺入一定比例的河沙有利于

土壤通气排水。

4.泥炭：又叫草炭、泥煤，含有古代

埋藏在地下未完全腐烂分解的植物体以及

丰富的有机质。加入泥炭有利于改良土壤

结构，可混合或单独使用。

5.砻糠灰：是稻壳烧后的灰，富含钾

肥，掺入培养土后使土壤疏松。

6.锯末：木屑经发酵分解后，掺入培养

土中，也能改变土壤的松散度和吸水性。

7.苔藓：苔藓晒干后掺入培养土，可

使土质疏松，通水、透气良好。

泥炭

苔藓

培养土的选择与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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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土的配制
1.一般草花用土：腐叶土3份，园土5份，河沙2份。

2.木本花卉用土：腐叶土4份，园土5份，河沙1份。

3.播种及幼苗用土：腐叶土5份，园土3份，河沙2份；或腐叶土2份，园土1

份，厩肥少量，沙少量；或腐叶土1份，园土1份，砻糠灰1份，厩肥少量；或园

土2份，砻糖灰与河沙各1份。

4.温室花卉用土：腐叶土4份，园土4份，河沙2份。

5.一般盆栽花卉用土：腐叶土1份，园土1份，砻糠灰0.5份，厩肥土0.5份；

或腐叶土1份，园土1.5份，厩肥土0.5份；或园土2份，腐叶土2份，河沙1份；

或塘泥3份，塘肥和砻糠灰各1份。

6.耐阴湿植物用土：腐叶土0.5份，园土2份，厩肥土1份，砻糠灰0.5份；或

腐叶土2份，河沙1份，锯末或泥炭1份。

7.扦插用土：扦插因生根前不要养料，所以常用黄沙或蛙石。可以园土和

砻糖灰各半；或园土1份，腐叶土1份。某些花卉单用砻糠灰扦插也可以。

播种及幼苗用土 扦插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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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喜酸性植物用土：用山泥或腐叶土、园土再加少量黄沙即可。山泥或垃

圾土2份，泥炭或锯末1份。

9.多浆植物用土：可用黄沙0.5份，园土0.5份，腐叶土1份；或用砖渣1份、

园土1份。

10.茶花、杜鹃、含笑用土：腐叶土2份，黄泥1.5份，焦泥灰0.5份，河沙1

份，加少量骨粉等。

11.兰花用土：目前大多用黑山泥，即山区树林落叶自然堆积成的腐叶土，

或者在腐叶土中加少量黄沙。

12.观果观花类植物，特别是大花型的花卉，还要在土壤中添加少量骨粉或

过磷酸钙等，以补充土壤中的磷、钾肥。

一般的盆花，常用的培养土配制比例为腐叶土（或泥炭土）:园土:河沙:骨

粉=35:30:30:5；或用腐叶土（或泥炭土）、素面沙、腐熟有机肥料、过磷酸钙

按5:3.5:1:0.5的比例混合过筛后使用。上述培养土多为中性或偏酸性，适合大多

数花卉使用。用于培养山茶、杜鹃等喜酸性花木，可掺入约0.2%硫磺粉；培养

仙人球等花卉，可加入10%左右石灰墙剥落下来的墙皮土等。 

喜酸性植物用土 观果观花类植物用土

培养土的选择与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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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土暴晒消毒 用高锰酸钾消毒的培养土

培养土的消毒
一般来说，培养土（包括旧盆养土）经过烈日曝晒后，已进行了初步的消

毒，可以使用。如再进行药物消毒，可采用以下方法：

1.用0.5%的福尔马林或0.5%的高锰酸钾喷入盆中，拌匀后堆置，用塑料薄

膜密封。5～7天后，揭去塑料薄膜即可使用。

2.用60%代森锌药物60克，拌入1立方米土内，用塑料薄膜密封。2～3天后

去除覆盖物，待药味去除后即可拌和使用。

3.在1立方米土中喷入50%多菌灵粉剂40克，拌和后用塑料薄膜密封。2～3

天后，待药味散去即可使用。

在进行药物消毒时，不应杀灭土中的微生物细菌。因为培养土中含有大量

的微生物，通过它们的活动，能陆续分解出许多氮肥和其他物质，可以保持土

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使之疏松透气，提高贮水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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