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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全世界农林生产普遍面临的问题，国

内外学者都一直在寻找抗旱、节水、保水的生产

技术和措施［ 1］，而提高水的利用率是应对干旱，

发展可持续农业的首要途径［ 2］。地膜覆盖栽培技

术作为提高旱地农作物产量的栽培方式，历来倍

受重视。我国的地膜覆盖栽培始于 1979年，由于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推广面积迅速增加［ 3］，但其

引发的白色污染问题也备受关注［ 4 - 6］。液态地膜

又称土面液膜，是将液态地膜的水溶液用喷雾器

施于地表，干燥后即可形成多分子层化学保护膜。

既具有地膜吸热增温、保墒、提高农作物成活率

和促进生长的作用，又有强效的粘附能力，可将

土粒联结成理想的团聚体，提高土壤微粒的毛管

作用，改善土壤的通透性，成为土壤改良剂 ［ 7 - 8］。

液态地膜在风吹日晒、浇水、雨淋以及土壤微生

物等作用下，可降解转化为对作物有利的腐殖酸，

不会产生白色污染，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为生

产无公害产品提供了较好的途径。可用在粮油、

经济作物、果蔬生产和设施农业，以及干旱、寒

冷、丘陵地区农作物早期地膜覆盖，还可用于坡

地、滩涂、沙漠、风口等塑料地膜不易使用的地

区。如能大规模推广，可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

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杜绝残留农膜的长年累

月的累积，提高农田增产的潜力。此外，因其具

有改良土壤的功效，还可通过配方改制和产品更

新后用于水土保持、盐碱地改良、道路护坡、固

沙种草造林、绿化树木防冻等领域［ 9 - 11］。

1 液态地膜的发展历程

液态地膜又称土面液膜，属土壤调理剂类，

是一种高分子的成膜物质，可促进土壤形成团粒，

改良土壤结构，固定表土，保护耕层，抑制水分

蒸发，防止水分流失，是国内外新涌现出的一种

高新土壤保护技术。液态地膜研究始于 19 世纪

末，主要用作土壤结构改良剂。1963年起，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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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了解实习内容，整体把握实习结构。将获得

最佳实习效果作为安排实习的出发点，在实习效

果评价方面也要提出新举措。在实习的组织形式

上，既可将分散实习与集中实习模式相结合，也

可将实习就业相结合，或将教师的科研项目与学

生实习相结合，确保实习质量，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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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根特大学 DeBoot等人与 Labofine公司合作，研

制出沥青乳化剂 Bitume（商品名为 Humofina，简

称 BIT），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试验，该产品

施入土壤后能将分散的土壤颗粒迅速凝聚成土壤

团粒结构，不仅增温保墒，而且还改良土壤，因

此被确立为土壤调理剂新产品进行推广。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研制出了相对成本和质量更稳定

的 BIT产品，在农业上和其他领域的应用也不断

扩大，特别是在旱地农业生产、固沙植草、滩涂

治理以及道渠防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全世

界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大面积应用［ 4］。

我国的液态地膜研究从 1986年开始，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率先从比利时 Labofine

公司引进 BIT产品进行应用研究，并取得了一些

进展。但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这些产品存在环境

适应性不强、价格昂贵、运输不便等问题。1997

年，在农业部“948”引进项目的资助下，在全国范

围内布置了多年、多点、多用途的田间试验，取

得了大量的试验数据。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应

用区域、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进行液态地膜

的国产化研制，于 2001年获得成功。与国外同类

产品比较，我国的产品价格低廉，使用更方便，

效果更显著，更适合我国农田生产情况，目前该

产品已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土壤改良剂类产品登

记认证。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多功能可降解

黑色液态地膜是以褐煤、风化煤或泥炭对造纸黑

液、海藻废液、糖蜜废液、酿酒废液或淀粉废液

进行改性，同时黑液又作为腐植酸的抽提剂，生

产土壤所需的有机肥。木质素、纤维素和多糖在

交联剂的作用下形成高分子，然后再与各种添加

剂、硅肥、微量元素、农药和除草剂混合制取多

功能可降解黑色液态地膜。第五代液态地膜是以

富含腐殖酸的风化煤为主要原料，添加活性剂、

交联剂、除草剂等混合而成的多功能可降解黑色

液态地膜，既具有塑料地膜的增温、保墒、保苗

的作用，又有较强的粘附能力，可将土粒联结成

理想的团聚体。彻底解决了造纸黑液、海藻废液、

糖蜜废液、酿酒废液或淀粉废液和塑料地膜对土

地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又增加了集农药、肥

料和农膜于一身的特点，用后翻压入土，可成为

土壤改良剂，具有可现场喷施造膜，可自然出苗，

对地形地貌适应能力强等优点［ 7 - 8］。

2 液态地膜的应用

液态地膜覆盖后，由于作物幼苗及田间杂草

均能破膜而出，因此，必须做好化学除草土壤封

闭处理，才能确保使用效果，否则草苗齐长，影

响效果。液态地膜是可以降解的有机质类化合物，

随时间的推移，应视风蚀沙埋和雨水冲刷和液态

地膜自身的降解情况，适时进行加固和补喷 ［ 12］。

应注意播种前遇干旱要灌溉，平整地面后再播种

喷膜。播种后做到表土细碎压平，消除大坷垃，

才能确保液态地膜的喷施效果。液态地膜配制所

用清水温度最好在 20 ℃左右，先往原粉中加

1.0～1.5倍清水，边加水边搅拌，搅拌成面团状，

继续搅拌成细腻的糊状母液（这时用手指捻一捻母

液，感觉有一定粘度而且没有颗粒），再加 4.0～

4.5倍的清水搅拌稀释均匀（即每 10 kg原粉共对

60 kg清水），过滤后即可用喷雾器均匀喷施地面

成膜。喷施前，注意收听当地天气预报，最好在

2～3 d内无雨的情况下进行喷施。使用时间宜掌

握喷施液膜与作物播种同时进行，或播种后即时

喷施。喷施前，喷雾器要用清水清洗干净，防止

残留在喷雾器里的农药或除草剂对作物有伤害。

在倒入喷雾器时，入口处要加上过滤网，以防颗

粒状东西进入喷管堵塞喷头。液态地膜喷施前垄

面要整平耧细、并保证出苗需要的土壤水分，以

提高成膜效果和保苗率。喷施 40 d内垄面不能践

踏和作业，否则会损坏液态地膜的整体性，而失

去增温、保墒效果［ 5，13 - 15］。

液态地膜在农业上已经有广泛的应用，可以

增温保墒，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4］。喷施过液态地

膜的土壤，水分含量较对照喷清水提高 5.2%～

12.4%，0～20 cm土体温度较对照喷清水增加 1～

7℃。冬小麦施用液态地膜后，表现为冬前苗壮，

根系发达，越冬后死苗率低，返青、抽穗均较对

照喷清水提前，返青分蘖数及成穗数也有显著增

多，较对照喷清水增产 11.1%～12.6%，土壤水分

利用效率较对照喷清水提高 14.5%～14.9%；肥料

利用效率较对照喷清水提高 11.3%～12.5%［ 16］。使

用液态地膜能使玉米的出苗率较露地平作提高

17.0%，同时可促进玉米的生长与发育，玉米产量

较露地平作提高 17.4%。液态地膜覆盖能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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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温度，5 cm土壤温度较露地平作高 4～5℃，

10～15 cm土壤温度较露地平作高 2～3℃［ 17 - 18］。

可使菜豆增产 10.0%，马铃薯增产 17.9%，大蒜增

产 25.9%。喷施液态地膜后棉花在花期和龄期土壤

养分显著高于塑料地膜，并随着喷施量的增加差异

越大，说明液态膜具有很好的培肥地力效果［ 19］。

液态地膜在其他领域也有广泛应用，如多功

能可降解黑色液态地膜对防治葡萄白腐病有良好

效果，可有效提高葡萄品质与产量，产生良好的

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20］。液态地膜在园艺上也

有广泛应用，使用液态地膜后，能有效地提高土

壤温度和保湿作用，在干旱的环境条件下，苗木

生长良好，可有效的解决干旱地区黄绵土质苗木

种植缺水问题［ 21］。液态地膜在干旱、寒冷、丘陵

地区荒地、沙地、盐碱地和滩涂整治以及工程道

路护坡、固沙造林绿化和渠道防渗、树木防冻等

领域也有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结语

综上所述，液体地膜不仅具有普通地膜的保

温保墒、提前播种、延长作物生长期及提高作物

产量和品质的作用，还具有防风固沙、防止水土

流失、解决白色污染的作用。目前，根除白色污

染，发展生态农业，政府十分重视，社会公众强

烈呼吁，因此多功能全降解液体地膜取代传统塑

料地膜势在必行，既是全民所望，也是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的必然所归。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

景广阔。对于干旱地区特别是沙漠地带，液体地

膜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充分展示其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在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趋紧、土地沙

漠化依旧严峻的情况下，对液体地膜的开发利用

是非常必要的，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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