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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简要介绍无土绿化基质基本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 对无土绿化基质主要分类和材料进行了阐述，
并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 最后结合农业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 对今后无土绿化基质技术的发展
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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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Soilless Green Substrate， main classification and material were
introduced. Then it analyzed main problems of Soilless Green Substrate on now. At last，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oilless
Green Substrate technology had been prospected with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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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当前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最主要的矛盾之一。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
农业大国， 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

是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越来越多， 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 提高资源
的使用效率或重复利用率， 是延长资源使用寿命
的有效途径。 在包含林业在内的传统农业现代化

系， 而要处理好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好农民在光
伏农业项目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因此让农民做为
主人参与到光伏农业项目中， 将会得到广大农民
的支持。

农民可以单独或者抱团承包经营， 或者以农
业合作社的方式与光伏农业综合开发部门订立合
作关系。 只要政府合理引导农民参与， 相信会吸
引更多的农民与农业投资主体参与进来。
3.5 推进技术创新

要建立光伏农业技术研发平台， 积极推进农
户（公司、 合作社）、 光伏生产企业、 科研院校合

作， 不断推进光伏产品与农艺、 农机相结合， 推
进光伏农业技术体系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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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程中， 无土绿化基质的培植和应用， 走出
了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1���无土绿化基质技术简介

“基质”原本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 作为“基
质栽培”才成为农业领域中的概念正式使用， 其涵
义为“在一定容器内植物通过基质固定其根系， 并
通过基质吸收营养液和氧气的栽培方法”［1�］。 通常
的基质栽培指的是固体基质栽培植物， 追溯其根
源是从研究蔬菜栽培而延伸过来的［2�］。 无土栽培
是指凡不用天然土壤而用人工合成的物质来栽培
作物的方式都统称为无土栽培［3�］。 随着我国城镇
化进程的逐步加快， 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和城市绿
化要求的提高， 为无土绿化基质的发展带来了机
遇。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无土草坪建植以其生
产周期短、 便于运输、 施工便捷、 节能环保、 成
活率高、 见绿见效快等优点， 蓬勃发展并迅速占
领了广阔的市场［4�］。
2���无土绿化基质的分类

无土绿化基质按照其成分组成可以分为 3 类：
无机无土绿化基质、 有机无土绿化基质和混合无
土绿化基质。
2.1 无机无土绿化基质

无机无土绿化基质主要材料组成为无机物， 通
常含有的营养成分较少， 常见的有珍珠岩、 粉煤
灰、 岩棉、 蛭石、 浮石、 陶粒、 细沙、 磷石膏、 无
纺布等。 李珊等以粉煤灰为主要基材， 通过与砂
土、 黏土、 秸秆不同配比组合进行黑麦草建植草坪
试验， 认为粉煤灰与土壤混合是适宜草坪草生长
的良好基质［5�］。 毛洪玉等在探索无土栽培基质中，
也将珍珠岩、 岩棉等作为基质配方使用， 效果良
好［6�］。 但在大多数配方当中， 这些无机物由于营
养成分的单一性、 而且容易造成容重不均衡或者
疏松等弊端， 往往都是和有机物材料配合使用。
2.2 有机无土绿化基质

有机无土绿化基质是指基质组成成分属性为
有机物， 含有某些方面的营养成分， 常见的组成
材料有泥炭、 活性污泥、 锯末、 刨花、 树皮、 枯
落物、 蘑菇泥、 蔗渣、 鸡粪、 猪粪、 砻糠、 稻草
等。 李谦盛等的研究表明， 将椰子纤维、 锯木屑、
蔗渣、 芦苇末等材料进行堆肥发酵， 提高了自然
资料的利用效率， 关键技术点是配方比例的掌

控［7�］。 多立安等用生活垃圾为原料， 与草木灰、
锯末、 细河沙等不同比例组成基质， 进行草皮生
产试验表明， 锯末对基质的配方产生了明显的影
响［8�］。 尤云桂等利用农作物秸秆、 农副产品加工
废料、 食用菌生产加工废料，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构建基质， 营造马尼拉栽植草皮毯， 实现了快速
绿化［9�］。 王运琦等利用无害废弃物作为基础材料，
包含玉米秸秆、 炉渣、 醋渣、 锯末、 鸡粪等， 栽
植草皮卷效果良好［10�］。
2.3 混合无土绿化基质

混合基质的实质就是上述两种基质的相互组
合， 由于混合基质集中了各种材料的优势， 可以
形成营养、 形态稳定等因素的互补效应， 因而具
有明显优势， 而且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3���无土绿化基质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主要原料选取单一

目前无土绿化栽培中应用最广泛、 效果较理
想的一种栽培基质是泥炭， 然而泥炭存在分布不
均、 运输困难、 销售价格高等缺点。 泥炭是一种
短期内不可再生的资源， 贮藏量也有限， 不可能
无限制地开采， 因此尽量减少泥炭的用量或寻找
泥炭替代品是目前基质选择的一个热点。 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 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 英
国制订了“十年计划”， 要在 2010 年完全排除泥炭
的商业性应用， 而以其他物质取代。
3.2 基质材料配比难度较大

基质材料配比对基质营养构成起着关键性作
用， 往往要根据不同基质的理化性质进行配比，
适当的时候还得加入一定比例的有机肥或无机肥。
针对某一种或者某一类指定的草坪草， 还需要根
据幼苗的生物学特征进行基质配比和设定。 基质
配比不同直接影响基质的理化性质， 对建植草本
的最基本特征如叶面积、 株高、 分蘖数等造成影
响， 从而对草坪草的整体形态特征、 生物量等产
生影响， 弱化景观效果。
3.3 基质的重复利用及处理成本高

由于基质的结构在灌溉和植物根系的作用下
会有所改变， 同时基质中积聚了根系分泌物和盐
分， 以及可能存在病虫等， 因此基质在重复利用
前应进行适当的处理， 如结构重组、 水分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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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等。 基质的消毒、 灭菌处理是基质重复利用
的重要措施， 目前有蒸汽消毒、 化学药品消毒和
太阳能消毒等。 有机废弃物的处理方法多以堆肥
为主。
3.4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市场上和生产应用的基质种类较多， 但
基质间和同种基质不同产地、 不同批次间质量差
异较大， 导致基质栽培作物和育苗的难度增大，
基质的使用效果不稳定， 所以有待于制定分类标
准和建立质量标准， 以便于规范行业管理和市场
运行， 提高无土绿化基质生产水平。
4���无土绿化基质的发展方向

无土绿化基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基材
选取范围广。 可以选择农业领域许多生产环节的
废弃物作为原料， 大大节约了能耗。 二是可以实
现快速绿化。 在基质营养成分充足的情况下， 只
要及时满足植物水分， 无土绿化建植草坪便可实
现快速见绿。 三是运输方便。 无土绿化基质的一
般容重都小于土壤容重， 而且成型快， 可任意裁
剪， 便于运输。 四是可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
如鸡粪、 猪粪、 树皮、 刨花等材料的使用， 提高
了能源使用效率。 五是清洁环保。 特别是农业、
林业废弃物的使用， 起到了变废为宝的作用， 减
少了垃圾的产生和处理成本。 在科学选材的基础
上， 通过人为合理地调整基材的养分和水分， 改善
植物根部的水肥气热等情况， 促进无土绿化草坪快
速建植见效。 另一方面， 无土绿化基质可以有效降
低植物病害和虫害的发生， 大大简化了生产的周期
和步骤， 逐渐引起了更多学者和企业的关注。 今后
的研究和应用主要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4.1 开发成本更加低廉的基质基材

生产技术最终能否转化为实际应用， 企业的
成本调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地域辽阔，
自然资源也相对丰富， 每年产生各类农作物秸秆
约 6.5 亿 t， 畜禽粪便约 20 亿 t， 目前农作物秸秆
60%未被有效利用， 这些秸秆通常采用就地燃烧方
式清理， 不仅污染环境， 而且造成能源浪费。 在
其他的农业废弃物中， 是否还有更加合适做基材
重复利用的材料， 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4.2 开发更加环保无污染的基质基材

虽然无土绿化基质研究和使用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进步， 但在有些方面还是不够完善。 如某些
基质和基材的养分还是相对缺乏， 在基质配比中
还是要加入一定的肥料作为补充， 在雨水冲刷之
后还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面源污染。 还有一些包装
基质和基材的袋子在首先需要确保稳定性的前提
下， 可能还不能实现全部降解。 这些都需要科研
人员继续开展针对性研究。
4.3 开发与应用复合型生态基质基材

只有复合型基质基材才能最大程度上接近土
壤的客观背景值， 也只有更加合理的营养和结构
才能促进植被生态系统的快速恢复和绿化， 因此，
无土绿化基质的研究必须向高度复合型发展。 这
有这样， 才能最大程度提高农业资源的整体利用
效率， 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农业资源的经济、 社会
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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