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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基质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和媒介 ，也是无土栽培技术 

的关键 ，它在无土栽培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质的选择 

是无土栽培成功与否的关键⋯。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 ，社会对名稀特优林木品种以及优良花卉的需求 

量越来越大。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在林业上的应用，为其提供 

了有效快繁的生物手段。栽培基质在林木花卉良种繁育中 

也有广泛的应用。组培苗在培养基中培养后 ，要移植于温室 

的栽培基质中培育成苗，栽培基质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对林 

木花卉 良种幼苗的生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选择适宜 

的栽培基质，直接影响到作物幼苗的生长和发育。 

1 栽培基质的选择 

选择栽培基质时，主要从栽培基质的物理性质、化学性 

质和生物学性质等方面进行考虑 。 

衡量物理特性的指标主要有容重、孔隙度和气固比。栽 

培基质通常可分为固体、液体、气体三个部分。固体部分保 

护作物根系生长及固定植株 ，液体部分供应作物水分和养 

分 ，气体部分则保持根系同外界的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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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部分的质量要求通常可以用容重来表示，单位用 g·emI3 

表示 ，植株在 0．1—0．8gem。范围内可以良好生长。孔隙度 

是基质中气体部分占总体积的百分数 ，理想基质的总孔隙度 

应该处于 70％一90％之间。气体和液体部分常用 l kPa时的 

气，水的比率来表示 ，可通过测通气孔隙与持水孔隙的比例 

而得，二者比例在 l：1．5 1：4．0时作物均能良好生长 3]。 

基质的化学性质主要有 pH、阳离子交换量(CEC)、电导 

率(EC)、有机质含量和有效养分含量。不同植物对基质 pH 

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喜欢酸性 ，有的则喜欢碱性一些；另外 ， 

pH也影响到基质养分的形态和有效性，一般要求基质的 pH 

值在6．5～7．0之间，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作物的生长 ，具体数 

值要根据所栽培作物特性而定。阳离子交换性能主要由矿 

物粘粒和有机质表面所携带的阳离子数量决定，它决定着基 

质保持和供应养分的能力 、基质对酸和碱的缓冲性能等，有 

的基质材料的 CEC值相对大一些，如泥炭、木屑、堆肥等，有 

的几乎无阳离子交换性能或交换能力很弱 ，如蛭石、岩棉 、 

砂等。电导率反应了基质的养分供应潜力，通常用 rr．s cm 

表示，较高的 EC值有时反应基质含用较多的有效养分 ，但由 

1．5 修订一元立木材积表并求算标准地材积 

一 元立木材积表修订值 K= = _1．0759 

由修订值 K，可修订一元立木材积表，并进行材积运算 

(见表 3)。 

表 3 标准地材积计算表 

这样求算的蓄积量更接近实际情况 ，适应性更强。 

2 结论 

这种用“平均木”修订一元材积表，计算林分蓄积量的方 

法，由于考虑到不同地块 “平均木”的生长状况变化，计算出 

的标准地蓄积量更能接近某一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 ，从而提 

高一元材积表使用精度。文本论述的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修 

订一元立木材积表的方法。“平均木”立木材积的计算方法 

有多种 ，这里就不进行详细叙述。这种方法也可在其它树种 

上应用 ，特别应该在丰产林 、速生树种或选育的新品种上应 

用。修订一元立木材积表的方法也有多种，还需要今后在实 

际工作中继续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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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些作物对盐分较敏感，太高反而不好 ，在基质的选择 中 

应随时根据作物生长的需要进行调整。此外，也应该考虑基 

质的有机质及速效 N、P、K等养分含量，它们含量较高时，有 

利于作物幼苗的生长发育，目前生产上越来越倾 向于有机栽 

培基质的应用。 

生物特性主要指分解率和稳定性。基质的分解率指基 

质在生物作用下分解的速率，稳定性指基质成分分解的难易 

性或抗性强弱．可利用碳氮比来衡量其稳定性。C／N小的有 

机基质分解慢 、稳定性高 。J。 

另外 。在选择基质时还需要考虑价格和对环境影响等方 

面的因素。有些基质作物虽能够很好生长，但来源不易、运 

输困难，也不能选用。同时还要避免基质或使用后废弃物对 

土壤和环境产生污染。 

2 栽培基质的评价 

栽培基质在使用后，需要根据作物的反应进行综合评 

价，考察所选用基质是否适合作物生长和发育的需求。 

2．1 生长指标法 

通过对测定作物的各项生长指标来对基质进行评价是 

生产中最常用的方法。测定的指标主要有成活率、生物量及 

株高、茎粗 、根长、叶片数等根茎叶指标 ，在研究时，要根据作 

物特性选用具体指标，例如对一品红要选择红叶数、着叶指 

数等影响外观的特殊指标 ；对某些观花植物(如杜鹃、月 

季、茉莉等)要选择分枝数、总叶量、开花状况(花量、花径、花 

色、香气、开放次数)等为指标 。 

2．2 壮苗指数法 

对于以壮苗为主的作物 ，例如林木组培苗等，可以用壮 

苗指数法对各个基质进行综合评价 ]，该法在蔬菜育苗中应 

用较广。对产量的预测效果较好 ]。壮苗指数按下式进行计 

算： 

壮苗指数 =(地上部干重，地下部干重 +茎粗，株高)×全 

株干重 (1) 

壮苗指数越高的基质，应用效果越好。这个评价方法的 

优点是可以综合评判作物在不同基质上的长势，缺点是不能 

反应叶、花、果等生长指标，在应用时可以同生长指标结合起 

来进行栽培基质的评价。 

2．3 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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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分法是在假定根、茎、叶、花等各项生长指标对幼 

苗评价有同等作用的基础上，用下列公式来衡量不同基质的 

适宜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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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i。；为第 i个基质第 i个观测指标的得分，x 为第 

i个基质第 i个观测指标的平均值；xj．删 为第 j观测指标平 

均值中的最小值，x 。一为第
．
i观测指标平均值中的最大值； 

n为观测指标数，w；为第 i个基质的综合评分。然后以基质 

的综合得分来对各个基质的适宜性进行评价，得分高的基 

质，说明其适宜性较强。这个评价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综合多 

个生长指标来对不同栽培基质进行评价，客观性较强；缺点 

是在选择各项生长指标时有一定主观性，且要求专业性较 

强，只有全面合理地选择出主要评价指标，才能得出准确的 

评判结果。另外，各项指标的权重假定一致 ，并不一定与生 

产实际相符，也或多或少对基质评价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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