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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秸秆育苗钵包装容器是一种新型的育苗容器，已有研究成果中表明该育苗钵包装容器能

够提高幼苗的成活率，但是很少研究该容器的降解情况。方法方法 以3种不同育苗钵包装容器为研究对

象，通过室内模拟培养试验，探索在不同水分条件下，微量元素的降解情况，揭示了育苗时水分，施肥

情况等对该容器降解速度的影响。结果结果 试验表明，70%~80%的含水率能够加速该容器的降解；在60

d培育期间，前期降解较快，后期逐减慢。3种秸秆育苗钵包装容器在养分释放方面均表现为C≈N；降

解速率方面表现为C>N。结论结论 为育苗钵包装容器的制备和降解性能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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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adation of Packaging Container of Straw Seeding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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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ckaging container of straw seeding pot is a new seeding container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ainer can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seedlings, but the degradation properties are rarely reported. This
experiment took three different packaging containers of straw seeding po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o explore the degrada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different moistures by the laboratory simulation which revealed the influences of water, fertilization and
other conditions on degradation rate when seeding.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70% ~80% moisture contents could
accelerate the degradation of seeding container. The degradation rate was high at the early stage and low at the late stage in
the 60 days of cultivation period, And the nutrient releas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seeding containers were manifested as C≈N
and the rates of degradation were manifested as C>N. This experiment provided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esearches
on prepar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the packaging container of straw seeding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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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农业资

源。据统计，我国的秸秆资源每年约7亿t[1]，仅有一小

部分被有效利用，大部分被肆意燃烧丢弃，造成了严

重的环境污染。随着秸秆资源利用的研究深入，秸秆

育苗钵这种新型的育苗容器不断地应用于农业之

中。国内已经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张志军等人[2]对

育苗钵质量和性能进行了分析，表明育苗钵的成型率

和破碎率与秸秆的粉碎细度有关。滕翠青[3]以稻草纤

维为增强材料，以淀粉为主制备出花盆，研究表明该

材料具有一定的可降解性。彭祚登[4]用秸秆育苗容器

对比纸质和塑料的容器，结果表明，秸秆育苗容器适

合培育幼苗期侧根发达，主根细弱的植物。张志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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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5]将育苗钵用于棉花的移栽，结果表明秸秆育苗钵

相对于塑料育苗钵而言，能够提高出苗率，提高移栽

成活率，提高产量。

秸秆育苗钵主要成分是秸秆与胶黏剂，秸秆中富

含纤维素及微量元素，是重要的有机肥料。秸秆育苗

钵在土中微生物的作用下发生腐解，纤维素被降解，

微量元素被释放，并且被作物吸收，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土壤肥力耗竭的状态[6—7]，但是对于这部分的研究

几乎没有。文中在室内模拟降解环境，探寻秸秆育苗

钵在土中的降解情况和部分养分的释放情况。

1 实验

1.1 供试土壤

土壤来自东北泥炭土。土中含有的有机物质量

分数为65%，腐殖酸40%~55%，含氮、磷、钾总量在3%

以上，具有生物肥、缓释肥、速效肥的功效。同时泥炭

又具有透气性能好、质轻、持水、有机质含量高等特

点。将土壤在105 ℃烘干下6 h，得到含水率为2%的

干燥土样；配制含水率为 40%，80%，100%，浸没

（200%，仅F0）的土样。

1.2 供试的育苗钵

研究3种配方（质量分数）的秸秆育苗钵：材料1

（F0），稻壳粉65%、麦麸20%、密胺粉11%、PVA 2%、

EBS 1.5%、硬脂酸钠1.5%、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2%；

材料2（F2）：稻壳粉50%、麦麸23%、淀粉 10%、密胺粉

10%、聚乙二醇2%、EBS 1.5%、硬脂酸钠1.5%、邻苯二

甲酸二环己酯 2%；材料 3（F4）：稻壳粉 68%、麦麸

13%、密胺粉 15%、EBS 1.5%、硬脂酸钠 1.5%、邻苯二

甲酸二环己酯1.5%。

1.3 方法

采用土埋法，研究3种不同的育苗钵的降解特征。

培养环境在培养箱中，供试容器采用长、宽、高分别为

30 cm×18 cm×8 cm的塑料盆，每盆约500 g土，实验

设4个处理组，相对湿度分别为2%，40%，80%，100%，

重复3次，取平均值。供试育苗钵在25 ℃下放置7 d，

将其破碎成约5 cm×5 cm大小，竖直放在土中，用土掩

埋约离底部和覆盖土10 cm，培养时间是60 d，分别在

3，5，8，11，15，20，25，30，38，46，56 d取样，共取样11

次。培养温度为30 ℃[8]。培养期间，每隔一天箱盆中

加去离子水，保持含水率在所需的范围之内。

随机取样取出表面的泥土，用酒精擦拭干净，磨

碎，测其中C和N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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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定方法

秸秆育苗钵中有机碳测定采用重铬酸钾-硫酸

法，称取0.01 g的样品于试管中，加入0.4 mol/L的重铬

酸钾溶液10 mL，放在100 ℃油浴锅中5 min，利用0.2

mol/L的硫酸亚铁标准溶液滴定[9]。

取样品0.1 g于消化管中，进行消煮，待消煮液透明

后冷却定容，用凯式定氮仪测定该样品中的N的含量。

1.5 数据统计

试验数据采集与处理采用Excel和Origin软件。

2 结果分析

2.1 秸秆育苗钵外观的变化特征

秸秆育苗钵在一定含水率的土中掩埋一段时间，

发生霉变，钵的表面上出现白、青、红色的斑点，呈不

均匀分布，钵表面局部颜色开始加深，突起，并且伴有

一定的霉臭味。前期以白色斑点为主，中期以青色为

主，后期以红色为主。含水率的不同，长斑的程度与

时间也不同，见图1。将F2埋入40%含水率的土中，对

样品进行跟踪并且拍照。从图1中可以看出，样品在

土中5 d就长出了青色的霉斑，表面些微突起，15 d后

出现红色的霉斑。

图1 秸秆育苗钵在土中的降解的外观变化

Fig.1 Appearance changes of straw seedling pot in soil during deg-

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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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秸秆育苗钵C元素的变化特征

秸秆育苗钵中C的释放特征见图2。不同的秸秆

育苗钵碳的累积释放量是不一样的，且土壤含水率不

同对秸秆育苗钵的腐解影响较大。不同的秸秆育苗

钵在不同的含水率条件下，C元素的释放趋势均表现

为快速降解至缓慢降解。图2表明，相对含水率为2%

的条件下，碳元素的释放量始终低于其他含水量条

件。在培育的前10 d，钵中的碳元素快速减少。在培

育的第10~60 d，碳的累计释放量先下降，后回升，最

后趋于平缓。在80%的含水率条件下，F0，F2，F4的释

放量分别占总量的41.6%，66.445%和73.37%。在培

育60 d的时间，在含水率为80%的条件下，F2的碳元

素释放量相对最大。

80%含水率下3种样品碳的释放特征见图3。可

以看出，秸秆育苗钵可以分为3个阶段：快速降解阶

段、波动阶段、平缓阶段。在80%含水率情况下，快速

降解阶段，F0的降解速度最快，之后的波动阶段和平

缓阶段，F2降解最快，降解的量也最大，F4碳的累积释

放速率最慢。这是由于后期易降解的物质含量减少，

从而降解趋于平缓。

2.3 秸秆育苗钵N元素的变化特征

秸秆育苗钵中N的释放特征见图4。实验结果表

图2 不同含水率下3种样品的碳的释放特征

Fig.2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at different moisture con-

tents

图3 80%含水率下3种样品碳的释放特征

Fig.3 C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at 80% moisture content

图4 不同含水率下3种样品的氮的释放特征

Fig.4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nitrogen at different moisture con-

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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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风干土中秸秆育苗钵的降解速率最慢。在初期降

解的20 d，秸秆中氮元素的量快速降低，后期趋于平

缓。在80% 和100%条件下氮的累计释放速率比2%

和40%条件下快。当含水率达到200%时，F0中氮的

累计释放量达到了76.19%。总体可见，F0中氮的释放

量占总量的 30%~40%，F2 中氮的释放量占总量的

40%~50%。

80%含水率下3种样品氮的释放特征见图5，可以

看出主要有2个阶段：快速降解阶段与平缓阶段。快

速降解阶段约为前20 d，F0的释放量最多，降解速率

最快。在前10 d，累积释放速率表现为F0>F2>F4。平

缓阶段，F2的累积释放速率最大，约为50%。F0和F4

的累积释放速率分别约为45%和40%。

3 结果与讨论

3.1 外观差异比较

秸秆育苗钵经过60 d的培养，钵的外观霉变颜色

发生了3种转变。第1种白色斑点，存在于整个实验

中。第2种青色斑点，从第5 d开始首先F2在40%的

含水率条件下先出现。第3种红色斑点，从第15 d开

始出现，首先在40%和80%的环境中出现。霉菌的生

长需要一定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有机质含量等，大多

数的霉菌适宜生长在30 ℃环境中，相对湿度的不同，

霉变出现的时间和生长的程度也不同。

3.2 养分释放差异的讨论

秸秆育苗钵的主要成分是稻壳粉和麦麸，内含丰

富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以及少量的微量元

素，蛋白纤维中复杂的含氮化合物，纤维素纤维中丰

富的碳源，这些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结构，C和N主要以

有机态的形式存在，是主体部分，且胶结程度较高。

外部环境对秸秆的降解有着重大的影响[10]，含水率是

影响秸秆容器降解的决定性因子之一。实验表明：在

充分的含水率条件下，钵中的微量元素降解得较快，

经过60 d的培养，育苗钵中的C和N的释放总量明显

高于2%的风干土中的释放总量，根据苗木对水分的

要求，在育苗时应选用适宜的容器。土壤含水率多少

和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秸秆育

苗钵的分解和物质的转换和累积对含水率存在着重

要的关系，与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土壤中存在着很多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附着在

钵的表面，并且作用于钵，通过发生氧化和水解反应，

使纤维素的结晶度降低，疏松了纤维素的结构，并且

吸收多糖和少量的C，N，P等微量元素，断裂高分子

链，最终形成CO2和H2O[11]。有研究表明：N 元素的减

少，改变了C/N 的比值，降低了降解的速率[12]。即一段

时间后，秸秆育苗钵的降解速率减慢。

秸秆容器在基质中的降解，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提

高土壤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的含量[13]。实验表明在

10 d左右，秸秆容器分解并释放养分，部分C元素变成

CO2释放到空气中，部分留在土中为植物的生长提供

养分，促进苗木的生长，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在育苗初期的时候，微生物的分解和作物的生长，N和

P都是必要的营养元素，而钵中的N和P元素比较少，

所以在初期，应适当地施加N肥。

4 结语

1）秸秆育苗钵是一种新型的育苗容器，在土壤中

能够分解，并且向外释放养分。这种降解能力与基质

的含水率有关，且微生物的生长也与温度和水分有

关。30 ℃条件下，随着含水率的增加，降解的速率也

相应增加。

2）不同的方法制备的秸秆育苗钵，降解能力是不

一样的。内部微量元素的含量同，释放的时间和速度

也不一样。应根据不同苗种的培育要求，选择合适的

育苗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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