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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态型无土基质对披碱草

苗期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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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基质配方的研究是未来无土栽培基质配方研究新的热点"在总结前人基质配方基础

上!将草炭#草木灰#枯落物#腐殖质按照一定的体积比进行混合并加入适量聚丙烯酰胺型小颗粒保水剂作为栽培

基质来代替土壤!配制出
6

种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基质"加入基肥后!用披碱草$

!"

#

$%&'()%*+,%&

%作为试验牧

草!筛选出最适宜披碱草生长的有机生态型无土绿化栽培基质!也为新型的无土栽培基质配方的研究提供理论依

据"披碱草苗期阶段各项结果表明!有机生态型基质在满足理想基质的要求下!营养成分含量越高对植株苗期的

生长越有利"披碱草出苗率与基质的物理性质关系密切!而与基质中的养分配比关系不大"绿化基质材料腐殖

质#枯树叶#草木灰体积比为
78!8!

的
,

4

基质是
6

种基质里面最具有优势的基质配比"

关键词!无土栽培基质&披碱草&绿化基质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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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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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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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土栽培广泛的应用于瓜果&蔬菜&草坪

草等各个领域'

$=9

(

)有关无土栽培基质已有较多的

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数针对的基质是普通的无土

栽培基质加营养液!而对有机生态型无土绿化基质

在植草上的应用研究还很少有报道)披碱草属植

物!因其具有多年生&营养体生长繁茂&粗蛋白质含

量高&极强的耐瘠薄性和易种植等特点!被作为优质

牧草广泛栽培'

7

(

)因此选取了较为常见的基质材料

如枯落物&腐殖质等!按照一定体积&质量比例混合

来制成有机生态型无土绿化基质!在其上撒播披碱

草草种)通过不同基质对草种的生长&生理指标的

影响分析'

>="

(

!探索基质&营养元素与环境对草的生

长效果!为适合披碱草生长的无土绿化基质材料筛

选与人工合成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

试验草种为披碱草#

!"

#

$%&

'()%*+,%&

%$基质为草炭#由北京市农业科学院提

供%&腐殖质#取自北京西山林场松树林的林下%&枯

落物#取自西山林场的枫树林下!未经腐熟&晒干后

处理为直径
#(9

"

4(#?@

的碎块%和草木灰#为西山

林场草类植物燃烧后自制的草木灰%$保水剂由北京

汉力淼新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基肥由鸡粪&磷酸二

铵&硫酸钾组成$基带材料为砂布#上%

:

无纺布

#下%$植生带规格为
!4(9?@A!$?@A!?@

)所有

处理的肥料&保水剂和基带材料均相同!不同处理的

绿化基质配方见表
$

)

!("

试验方法
!

将单一基质按一定体积比混匀

后!制成
6

种栽培基质!并配一定量的基肥装入做成

的基带中!然后封口&标记'

7

(

)栽培基质组成及体积

比见表
$

)每种基质重复
7

次!共
!6

个基带)

!(#

播种及播后管理
!

!##>

年
7

月
!;

日在北京

西山林场牡丹园的温室播种!披碱草播种量
4#

B

"

@

!

'

;

(

)

植生带制作*铺好底层无纺布!按照植生带规格

铺好无土基质材料!散播时先均匀散种子于基质表

层!然后在表层覆一层基质覆盖种子!用纱布覆盖上

层!最后缝制成具有基质&种子的植生带)

为防止和土壤接触!选用钢丝网坪床架空植生

带!以防止根系与地表土壤接触)温度&水分是决定

草种出苗率高低的两大重要因素!因此播种后应定

期适量地喷水!使基质保持湿润状态)出苗后!每隔

>C

浇一次水!并进行生长指标的测定)

!($

测定项目及分析方法

!($(!

基质物理性质
!

容重&总孔隙度&通气孔隙度

的测定采用饱和浸提法$基质
3.

值采用电导率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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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绿化基质配方处理

不同处理 绿化基质材料及体积比 肥料和保水剂 基带材料#载体%

,

$

腐殖质!枯树叶!草木灰#

6868!

%

保水剂#

4

B

"

@

4

%!鸡粪#

$#S

B

"

@

4

%!磷酸

二铵#

#(4!S

B

"

@

4

%!硫酸钾#

#($7S

B

"

@

4

%

纱布#上%

:

无纺布#下%

,

!

腐殖质!枯树叶!草木灰#

9848!

% 同上 同上

,

4

腐殖质!枯树叶!草木灰#

78!8!

% 同上 同上

,

6

草炭!枯树叶!草木灰#

9848!

% 同上 同上

测定$

T

U

值采用电位法测定'

$#

(

)

!($("

基质养分含量
!

全氮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全磷采用碳酸钠碱熔
=

钼锑抗比色法法测定$全钾采

用
)FVU

熔融
=

火焰光度法测定$有机质采用重铬酸

钾溶液法测定'

$#

(

)

!($(#

其他指标
!

播种
$9C

后测定不同基质上的出

苗率$栽培
9#C

后测定株高&叶长&叶宽&分蘖数&盖

度&根长和生物量等指标!植被盖度采用盖度框法进

行测定!盖度框规格为
!4(9?@A!$?@

)

!($($

试验数据的分析方法
!

采用
1*11$#(#

统计

分析软件对不同基质处理下披碱草的生长#或生理%

指标的显著性进行方差分析!对不同处理间差异显

著情况进行多重比较)

"

!

结果与分析

"(!

基质的理化性质与营养成分分析

"(!(!

基质理化性质分析
!

6

种基质的理化性质基

本达到理想基质要求#表
!

%!其中孔隙度是反映基

质+水&气,平衡关系的指标!除
,

$

基质外!其他
4

个

基质的总孔隙度都在理想基质的范围内#总孔隙度

大于
>9W

%)其中!通气孔隙度均能满足理想基质

的要求#通气孔隙度大于
$9W

%

'

;

(

!而持水孔隙除
,

6

基质能满足理想基质#大于
7#W

%的要求外!其他三

者均小于该值'

$$

(

$对于容重'

$$

(

!

,

4

基质的容重最

大!为
#(6$

B

"

@

4

!略高于
,

!

&

,

$

!

,

6

基质的容重最

小!为
#(!!

B

"

@

4

$

3.

值则是反映基质中可溶性盐

表
"

!

不同绿化基质的理化性质

基质

处理

容重

#

B

"

@

4

%

总孔隙度

#

W

%

通气孔隙

度#

W

%

持水孔隙

度#

W

%

T

U

值
3.

#

@X

"

?@

%

,

$

#(4$ 7"(76 4!(#" 47(97 >(6# #(9!

,

!

#(49 >9(7" !6("7 9#("! >(>7 !($#

,

4

#(6$ "6(69 4$(;6 9!(9$ >(79 !(!!

,

6

#(!! ";("# !"(97 7$(!6 >(>" #($;

理想

基质
#($

"

#("

#

>9

#

$9

#

7# 7(#

"

"(#

$

!(9

分含量的指标'

$!

(

!

3.

值过高易烧苗!过低则易引起

生长不良!

6

种基质的
T

U

值和
3.

值都在理想基质

范围内)

"(!("

基质营养成分分析
!

,

4

基质全氮含量最高约

为其他处理的
4

倍左右$

,

!

&

,

4

&

,

6

基质中全磷&全钾

含量基本相等!约为
,

$

全磷含量的
!(9

倍$

,

!

&

,

4

基

质有机质含量约为
,

$

&

,

6

的
!

倍#表
4

%)从养分含

量来看!

,

$

基质最低!而
,

!

&

,

4

基质最好)

表
#

!

不同绿化基质的养分含量分析

基质处理 全氮#

W

%全磷#

B

"

S

B

%全钾#

W

%有机质#

W

%

,

$

#(!$# #(7" #(!7 ;(>9

,

!

#(!4; $(;# #(77 !9("6

,

4

#(77> $(!> #(96 49(9#

,

6

#($;> $(;! #(9$ $#(9>

"("

基质对披碱草出苗率的影响
!

种子萌发需

要充足的水分&足够的氧气和适宜的温度!对于基质

而言!疏松&透气性好&保温性好的基质最有利于种

子萌发!因此出苗率也是判别基质好坏的重要指标

之一)播种后第
$9

天不同基质上的出苗率除了
,

$

基质较低#

9#(4W

%外!其余基质出苗率均高于
>#W

#

,

!

&

,

4

为
>$(7W

!

,

6

为
>!(4W

%!但
,

!

&

,

4

&

,

6

各

基质上的植株出苗率差异不显著#

-

#

#(#9

%)

,

!

&

,

4

&

,

6

基质上的种子出苗率较高!可能是由于这
4

种基质材料的透气性&保温性比
,

$

基质材料更适宜

披碱草种子萌发!

,

$

基质材料可能因其持水空隙度

低引起其保温性较差)

表
$

!

不同基质处理对披碱草出苗率的影响

基质处理 平均出苗率#

W

%

,

$

9#(4Y#(""O

,

!

>$(7Y!(#4F

,

4

>$(7Y$("9F

,

6

>!(4Y!(#!F

!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9

%)

"(#

不同基质对披碱草植株生物量的影响
!

幼苗的生物量可反映基质环境对种子萌发与幼苗生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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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长的影响!证明基质对种子生长环境的基本满足程

度)以披碱草在
6

种基质中全部样方为测量对象!

测定其植株鲜质量及干质量#表
9

%)

从不同配比基质对植株生物量的影响来看!

,

$

&

,

!

&

,

4

和
,

6

基质上的植株生物量鲜质量依次是

$"(49

&

$4("!

&

4#(79

和
!$(>!

B

!生物量干质量依次

为
4(6$

&

!(#!

&

9(69

和
6(#6

B

)显然!

,

4

基质上的

植株生物量鲜质量和干质量均最高!且显著高于

,

$

&

,

!

&

,

6

基质上的生物量#

-

$

#(#9

%!

,

6

次之!

,

!

的最小)

表
%

!

不同绿化基质处理下披碱草各生长指标均值

基质处理
平均株高

#

?@

%

平均叶长

#

?@

%

平均叶宽

#

?@

%

平均分蘖数

#个%

平均盖度

#

W

%

平均生物量#

B

%

鲜质量 干质量

,

$

$7(4!Y#(4!? $9(9"Y#(69O #(!9$Y#(#9O !(##Y#(!9FO $#(##Y#($6O $"(49Y#(;"O 4(6$Y#(!6O?

,

!

$9(">Y#(!"? $9(;9Y#(6#O #(!64Y#(#4O $(9!Y#(67O !6(>"Y#(;"F $4("!Y#(79? !(#!Y#(4$?

,

4

!7(;4Y$($#F !$(!#Y#(";F #(47"Y#(6!F !($9Y#(4>FO !"($#Y#(;!F 4#(79Y$($!F 9(69Y#($;F

,

6

!6(49Y#("9O $"(!"Y#(79FO#(!64Y#(#7O !(49Y#(4!F !!($!Y#(">F !$(>!Y#(>;O 6(#6Y#(!!O

!

注*同一列中数值标注不同字母表示用
01E

多重比较法分析得出的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

$

#(#9

%)

"($

不同基质对披碱草生长的影响
!

选取栽培

9#C

后各个基质上披碱草的株高&叶长&叶宽&分蘖

数&盖度等生长指标进行分析!综合评价不同基质对

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的影响!测定结果见表
9

)

,

$

&

,

!

&

,

4

&

,

6

基质上的株高和叶长的顺序均

依次为
,

4

#

,

6

#

,

$

#

,

!

!且
,

4

基质上的株高显著

高于其他基质上的株高#

-

$

#(#9

%!除
,

$

&

,

!

基质

上的株高无显著差异外#

-

#

#(#9

%!其他基质彼此

间差异显著#

-

$

#(#9

%!

,

$

&

,

!

&

,

6

基质上的叶长彼

此间无显著性差异)

,

$

&

,

!

&

,

4

&

,

6

基质上的平均

叶宽分别是
#(!9$

&

#(!64

&

#(47"

和
#(!64?@

!且
,

4

基质上的叶宽显著优于其他基质上的叶宽#

-

$

#(#9

%!

,

$

&

,

!

&

,

6

基质上和
,

4

&

,

6

其质上的叶宽彼

此间差异不显著#

-

#

#(#9

%)

,

$

&

,

!

&

,

4

&

,

6

基质上

的分蘖数表现为
,

6

#

,

4

#

,

$

#

,

!

!多重比较表明!

,

6

基质上的植株分蘖情况最好!显著高于
,

!

基质

#

-

$

#(#9

%!但与
,

$

&

,

4

无显著差异#

-

#

#(#9

%!

,

$

&

,

!

&

,

4

基质上的分蘖数差异不显著#

-

#

#(#9

%)

,

$

&

,

!

&

,

4

和
,

6

基 质 上 的 平 均 盖 度 分 别 为

$#(##W

&

!6(>"W

&

!"($#W

&

!!($!W

!

,

4

基质上的

盖度最大!且显著高于
,

$

基质#

-

$

#(#9

%!但
,

!

&

,

4

&

,

6

彼此间无显著差异#

-

#

#(#9

%#表
9

%)

从各项生长指标的观测结果来看!与其他基质

相比!

,

4

基质对于披碱草的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具

有最好的效果)

"(%

基质对披碱草各径级根参数的影响
!

根

系是植物吸收&转化和储藏营养物质的重要器官!对

地上部的生长&形态建成具有重要作用)根表面积

大小反映了植物根系与基质中营养物质及水分交换

能力的大小)根系生长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地上部

分的产量和植物水土保持的能力)其中!毛细根对

养分的吸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4

(

)不同基质

对幼苗根系的发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生长在
6

种

绿化基质上的披碱草植株根系径级都集中在
#($

"

9(#@@

!

,

4

基质除在
$(#

"

9(#@@

径级上根长小

于
,

6

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大于其他各基质#表
7

%)

从总体走势来看!总根长&总表面积&总体积均呈现

出
,

4

#

,

6

#

,

$

#

,

!

的规律!说明
,

4

基质较其他

基质更有利于幼苗的根系发育!其结果与对生物量

的影响相一致#表
>

%)

#

!

结论

有机生态型绿色基质在满足理想基质的要求

下!营养成分越高对植株的生长越有利)

6

种有机

表
&

!

不同基质处理披碱草各径级根参数

根系径级

#

@@

%

根长#

?@

%

,

$

,

!

,

4

,

6

根表面积#

?@

!

%

,

$

,

!

,

4

,

6

根体积#

?@

4

%

,

$

,

!

,

4

,

6

#($

"

#(9 $9($">$!(649!!(#$"!#(449 $(#6! #("47 $(799 $(9;4 #(##9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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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基质处理披碱草各径级总参数

基质处理 总根长#

?@

%总根表面积#

?@

!

%总根体积#

?@

4

%

,

$

!#("!9 4(4$7 #(#"6

,

!

$9(;97 !($#" #(#!7

,

4

6#(6!7 "(467 #(!4"

,

6

4!(94> 7(!$> #(!!7

生态型绿色基质的配方各指标!除
,

$

外!其他各基

质基本符合理想基质要求!其中
,

6

配方完全符合理

想基质要求!

,

!

&

,

4

基质营养成分高于其他
!

组)

披碱草在
,

4

基质上苗期的各项测定指标总体上优

于其他试验基质!与其他处理差异性显著)

披碱草出苗率与基质的物理性质关系密切!而

与基质中的养分配比关系不大)

,

4

配方是
6

种基质配方中对披碱草苗期生长

最具优势的基质配方)通过披碱草在
6

种基质上苗

期的生物量&根系&株高&叶长&叶宽&分蘖数&盖度&

生物量等各个生长指标综合分析可以得出
,

4

基质

最有利于披碱草的生长!依次是
,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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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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