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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农田土壤残留地膜的监测、资料统计、成果表达等技术流程，包括覆膜作物选择、覆膜方
式选择，监测点数确定、监测地块选择，采样方法、样品处理及统计测定方法等地膜残留监测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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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覆盖具有增温保墒、防病抗虫和抑制杂
草等作用，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我国自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引进地膜覆盖技术，该项技术的推广
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玉米、小麦、棉花、马铃薯
等大宗作物和多种园艺作物的单产，并在多数地
区实现了作物生产由一年一季到两季甚至多季的
变化，已成为保障我国粮棉生产安全和农业现代
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甘肃省干旱和寒冷的自
然条件使得地膜覆盖应用面积大，覆盖比率高，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甘肃省各种农用塑料薄膜
使用量超过 12 万 t，地膜覆盖面积近 133.33 万
hm2，占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 1/3以上。但地膜是
一种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需
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全降解［ 1 - 2］。随着地膜应用
量和使用年限不断增加，大量残留地膜造成的“白
色污染”，不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而且对
农业环境的安全与健康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3 - 6］。
因此，制定和实施农田土壤中地膜残留监测技术
规程，对防治耕地土壤污染，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田土壤中残留地膜调查的布

点采样、样品处理、分析方法、资料统计、成果
表达等技术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全省种植玉米、小麦、棉花、

马铃薯、油葵旱地、灌溉耕地等农田土壤。菜园
地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

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
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DB42/T1113-1996土壤残留地膜标准分级
GB/T 25413-2010 残膜测定方法

3 术语
3.1 农田土壤

农田土壤指耕地表面能够生长绿色植物的疏
松层。
3.2 地膜

地膜指用于农作物覆盖栽培厚度小于 0.02 mm
的塑料薄膜。
3.3 地膜残留

地膜残留指农田土壤中残存的地膜碎片。
4 监测技术
4.1 覆膜作物选择

选择 5种主要覆膜作物为核心的典型种植模
式。针对全省覆膜作物种类，建议选择玉米、小
麦、马铃薯、油葵、棉花、露地蔬菜、保护地蔬
菜等。
4.2 覆膜方式选择

选择双垄沟播全膜覆盖、平作全膜覆盖、垄
作全膜覆盖、平作半膜覆盖、垄作半膜覆盖等地
膜覆盖栽培方式。
4.3 监测点数确定

根据本区主要覆膜区域作物覆膜面积，确定不
同区域监测点数，然后在不同区域根据主要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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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种植模式、覆膜比例，确定不同作物、不同种
植模式的监测点数。监测点数越多、越详细越好。
4.4 监测地块选择

在监测地块选择时需重点考虑覆膜年限（分
为≤5 a，5～10 a，10～20 a，20 a以上）、距离村
庄远近（分为≤1 km，1～2 km，＞2 km）、覆膜方
式（如双垄沟播全膜覆盖、平作全膜覆盖、垄作全
膜覆盖、平作半膜覆盖、垄作半膜覆盖、全膜覆
盖一膜两年用、半膜覆盖一膜两年用等）、回收方
式（机械回收和人工捡拾）等因素。监测地块应远
离村庄、建筑、河流、沟渠等地以及残膜量有明
显差异的地块，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保证数据的
客观性和准确性。
4.5 采样方法

4.5.1 田间调查 监测地块确定后用 GPS 定位，
确定地块经纬度，并记载监测地块户主姓名、种
植作物、覆膜年限，覆膜方式，覆膜比例，揭膜
时间，地膜回收方式，距离村庄远近等基本信息。
4.5.2 样点选择 采用梅花状、蛇形线、对角线、
棋盘点等方法确定样点位置，并画出样点分布平
面图，做好样方标记，避免年度间采样样方重复。
4.5.3 样点数确定 面积不足或等于 0.067 hm2的
地块取 3个点，面积超过 0.067 hm2的地块取 5个
点。
4.5.4 样点规格 每个样点面积为 200 cm×100
cm。长条状的地块宜横向规划样方。
4.5.5 样方深度 样方深度为 0～30 cm，分别以
0～10 cm、10～20 cm、20～30 cm 等几个层次采
集测定地膜残留量
4.5.6 具体操作方法 采样在作物整地播种前和作
物收获后进行。先选好样点，用钢卷尺测量画出面
积 200 cm×100 cm样方，然后铲平样方傍边的土
壤，将表层地膜捡拾干净后，固定好面积为 1 m×1
m，筛孔大小为 5 mm的平筛子，用铁锹分三层筛
取土样，边筛土边人工捡拾残膜，残留含杂质地膜
以肉眼可见为标准，将捡拾的地膜分层放入标记好
的自封袋保存。每个样方 0～30 cm残膜筛捡完后，
将挖出的土壤按相应土层填回，尽量恢复原貌。
4.6 样品处理

4.6.1 分拣 将地膜中混杂的植物根系、石块、
瓦砾、土块等杂物去掉。
4.6.2 分级 先剪出大小为 2 cm×2 cm、5 cm×5
cm的正方形纸片，然后将地膜仔细展开抹平，将
地膜与纸片对比，将地膜按面积小于 4 cm2、介于
4～25 cm2、大于 25 cm2标准分为三级，并记载每

个级别片数。
4.6.3 清洗 用超声波清洗仪清洗残膜。将残膜
放入自封袋，然后在自封袋内加入 300 mL洗涤水
清洗。清洗时间为 10～20 min，小于 10 g的残膜
清洗时间以 10～15 min为标准，清洗大于 10 g的
残膜清洗时间以 15～20 min为标准。
4.6.4 晾干 用滤纸吸干残膜上的水分，并在阴
凉干燥处自然晾干至恒重。
4.6.5 称重 精度为万分之一的分析天平称重记
载，最后进行统计分析。
5 统计测定方法
5.1 地膜投入量测定

5.1.1 地膜铺设量计量 首先，精确计量地块面
积，再利用铺设前、后地膜卷的重量（精确至 0.01
kg）变化，计算出单位面积地膜铺设量。
5.1.2 地膜厚度测定 要求测量所用地膜的实际
厚度。
5.2 残留地膜统计

5.2.1 地膜残留量 将每个样方各层不同级别的残
膜积加，然后将 3～5个样方残膜求平均值，经过
换算即可得到每公顷地膜播前和收获净残留总和。
5.2.2 地膜残留系数 地膜残留系数（％）=［（作物
收获后地膜残留总量-铺设地膜前地膜残留总量）/
地膜铺设量］×100。
5.2.3 残膜破碎度（F） 残膜的破碎度是表示残膜
破碎程度大小的指标，客观上反映出该地区的覆
膜时间与对残膜物理化学影响大小的指标。

F=M/N
式中，F为破碎度（mg/块），M为样方内残膜

总质量（mg），N为样方内残膜总块数。
5.3 数据分类汇总

将区域内所有监测点数据分类汇总，分析不
同作物、不同地膜覆盖方式地膜残留量、地膜残
留系数，判断农田土壤中地膜残留值级别及区域
地膜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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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选用抗病品种，棚室消毒，培育壮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适时采收等方面总结了凉
州区日光温室番茄安全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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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作为凉州区日光温室主栽作物之一，常
年种植面积 0.17 万 hm2，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 1 - 2］。由于日光温室番茄
周年生产，农民盲目选种、过量施肥、大量用药
等使土壤重金属、硝酸盐积累，微生物活性降低，
土壤理化性状恶化，供肥能力降低，陷入恶性循
环［ 3］，已成为制约番茄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必须在番茄整个生产过程严
格控制，才能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安全水平。
1 选用抗病品种
选用耐低温弱光、优质、高产、连续坐果能

力强、抗病性强（尤其要抗黄化曲叶病毒病）、丰
产性好、果实硬质、耐贮运的中熟、中晚熟无限
生长型品种，如丰收（74-560）、澳卡福、迪抗、
齐达利、迪芬尼、惠裕、欧冠等。

2 棚室消毒
采用高温闷棚进行棚室消毒。作物拉秧后，

清除田间病株残体，在夏季休棚期，深翻土壤 30
cm后整平地面，灌透水覆盖地膜，密闭棚室闷棚
15～20 d。定植前 7～10 d，用敌敌畏烟剂 12
kg/hm2 熏蒸 24 h，对棚室空间进行彻底消毒。可
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 kg/hm2，或 50%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 kg/hm2与适量干土拌匀后撒
入温室进行土壤消毒。
3 培育壮苗
3.1 育苗前准备

采用穴盘基质育苗。选购优质育苗基质，用

72孔穴盘进行育苗。每 1 m3育苗基质用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5 g+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5 g，或
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9 g+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 1 g，对水 15 kg喷洒，用塑料薄膜密闭 5 d，揭
膜 15 d后装盘、播种。
3.2 种子处理

将种子倒入 55℃温水中不断搅拌，水温降至
30℃时浸泡 4～6 h，再将种子放入 100 g/kg磷酸
三钠或 1 g/kg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 20 min 左右，
然后将种子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沥干，在 25～
28℃环境中催芽，待 70%～80%种子露白时即可
播种。种子质量需符合 GB16715·3-2010中的 2级
以上要求［ 3］。
3.3 适期播种

播前将基质用清水拌湿，以手捏成团能打湿
手指不滴水且松手不散为标准。穴盘装上基质抹
平后叠盘压实。每穴点播 2粒种子，用种量 450～
750 g/hm2。播后覆基质 1 cm，浇透水后在穴盘上
覆盖地膜，待 70%～80%幼苗顶土时撤除地膜。
3.4 苗期管理

播种至出苗，温度白天控制在 25～30℃，夜
间控制在 15～20 ℃；出苗后，温度白天控制在
20～25℃，夜间 10～15℃；第 1片叶展开后，温
度白天保持 25～28℃，夜间 15～18℃；5～6片
叶时，温度白天保持 20～25℃，夜间 12～16℃。
定植前 7 d适当通风炼苗，早春育苗温度白天控制
在 15～20℃，夜间 5～10℃；夏秋育苗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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