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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园艺生产中，育苗业处于产业上游，决定着生产的成败和质量。近年来，随着工厂化
集约育苗技术体系的成熟和推广，大量企业和育苗基地表现出了对专业育苗人才的青睐。然
而，自１９９８年果树、蔬菜、观赏园艺等专业合并为园艺专业以来，育苗主要作为《园艺植物栽
培学》中的部分章节予以介绍，专门书籍还不多；同时，部分以都市型园艺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
校，也逐步分化出了种苗工程相关培育方向，教学中也迫切需要一本系统介绍园艺植物育苗原
理和技术的书籍。

本教材围绕都市型园艺（种苗工程方向）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在原《园艺植物栽培学（总
论）》及相关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园艺植物工厂化育苗新技术和企业生产实际，分八章分别介绍
了育苗设施、育苗基质、播种育苗、嫁接育苗、扦插育苗、分株与压条育苗、组织培养育苗、苗圃
建立与管理等的原理和技术。全书总学时为２４～３２学时。

全书的编写分工为：张长青、刘洋清（绪论），张长青、杨春燕（第１章），李广平、郭丛丛（第

２章），王世斌、章鸥（第３章），张长青、石云（第４章），王世斌、何园园（第５章），何园园、宣继
萍（第６章），张长青、殷小莉、李广平（第７章），聂英燕、章鸥（第８章）。全书由张长青统稿和
修改，崔群香和尹德兴审稿。宰学明是本书编写的倡议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金陵科技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市蔬菜花卉研究所和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与帮助，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１７１２７３）和江苏省“青蓝
工程”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因篇幅所限，部分参考文献未能一一列出，在此一并
向所有参考资料的作者表示深深谢意。

全书力求做到内容充实，结合实际，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注重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原
则，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迫，书中出现的错误和值得商榷之处，恳请各位同行、读者批
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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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绪　论

苗木是园艺植物的生产基础，直接影响未来产量和品质。生产实践中，育苗是一个极其关

键的环节，具体涉及对外界环境调控和苗木本身特性的利用等方面。目前，人们已从设施建
造、内部配置、苗木培育等方面为园艺植物的生产用苗提供了良好的繁育技术条件，生产实践
的发展也越来越倾向于专业化的集中育苗。种业工程成为了支撑园艺业进一步发展的新
支点。

０．１　园艺植物育苗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０．１．１　园艺植物育苗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园艺业的国家。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的先民已有

了种植蔬菜的石制农具，开始栽种葫芦、白菜、甜瓜等。从河南安阳小屯中发掘出的甲骨刻辞
中，已认出的字中就有园、圃、囿，其中园是栽培果树的场所，圃是栽培蔬菜的场所，囿则是人为
圈定的园林。这说明在公元前１３世纪的商代，园圃已开始从大田中分化出来。西周时代，随
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日趋多样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栽植果树的园和专
门种植蔬菜的圃。秦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园，而且品种开始出现。南
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大面积的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２０多种增加到３０
多种。

此时，北魏贾思勰于６世纪３０年代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载有：“五叶，雨时合泥移栽之。

若旱无雨，浇水令彻泽，夜栽之，白日以席盖，勿令见日。”这一关于茄子育苗移植成活要点足以
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育苗的作用。唐代，我国的嫁接技术开始完善，多种园艺植物开始大
兴。宋元时期，扩大了种植区域。在陈敷《农书》（１１４９）中，则详细论述了育苗要重视根系的充
分发育，移栽后才能健壮成长。北宋《本草衍义》及元代鲁明善著的《农桑衣食撮要》中已提到
应用粪秽发酵提高温度，进行茄子及瓜类育苗，这可看作简单保护地温床育苗技术的开端。明
清时期，我国从欧洲和美洲引进了许多新品种，逐步形成了现代栽培作物的种类。

２０世纪初，一些大城市郊区出现了阳畦育苗，主要以芦苇毡、油纸等为覆盖物，后来出现
了玻璃覆盖。在严寒的冬季、春季可以培育出耐寒性、喜温性作物的健壮秧苗，从而使育苗技
术前进了一大步。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塑料工业的兴起与发展，由于农用塑料薄膜价格便宜、使用方
便，而逐渐代替了玻璃棚房，为大面积发展风障阳畦育苗提供了条件。同时，酿热温床育苗发
展很快，利用马粪、作物秸秆等为发酵材料产生热量，提高苗床温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喜温作
物秧苗培育技术的发展。随着生产区酿热物日趋紧缺，有些地区建造了火热温床，通过燃烧有
机物来发生烟火。烟火经火道进入烟囱，使火道将畦土加热，提高畦温，基本可以达到人工控
制床温，但建造成本较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电热温床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出现并推广。由于其操作方便，保温性
能好，温度可控性高，大大地促进了育苗技术的发展，目前已在许多地区的蔬菜、花卉早春育苗
中被广泛使用。规模较大的蔬菜生产区也常将温室或大棚中套小棚、棚室加电热线等多种设
施相结合。

进入２１世纪来，人们对园艺作物数量和品质的需求越来越高，传统育苗方式已难以应
对，以无土育苗和组培育苗为代表的工厂化育苗得到了极大发展。

０．１．１．１　无土育苗的发展

无土育苗开始于１９世纪中期德国科学家开发的水培模式。１９３３年，该技术被引入商业
化生产，并简单地称之为液培。同期，美国新泽西农业试验场利用砂子作基质，进行砂培玫瑰
也获得了成功。二战期间，规模化的无土育苗进一步得以发展。战后，无土育苗技术被推广到
了中、日、韩等使用人畜尿粪进行栽培的东方国家。无土育苗由于使用了大量塑料制品，因而
一定程度上也依赖石油化工业的发展。１９７３年，世界石油危机严重挫伤了无土育苗业的发
展。后来，英国作物研究所开发的营养液膜技术和丹麦开发的岩棉培技术，挽救了处于危机之
中的无土育苗。

由于营养液管理系统的应用，尤其是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基本实现了营养液管理
的自动化；由于设施园艺的发展，使无土育苗的温、光、水、湿、气等环境保护设施不断提高；由
于小型机械的研发和使用，使得无土育苗生产过程逐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规模日益扩
大。近２０年来，无土育苗技术成为植物工厂的核心。

我国从１９７６年开始发展工厂化育苗技术。１９７９年确定蔬菜育苗工厂化研究为全国攻关
协作项目之一，１９８０年成立全国蔬菜工厂化育苗协作组。“九五”期间，全国各地相继已建立
了４０余家工厂化育苗生产线，促进了我国工厂化育苗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相对于工厂化育
苗业发达的美国、荷兰、日本、韩国来讲，推广普及速度还相对落后。集约化、产业化和规模化
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０．１．１．２　组培育苗的发展

１９０２年，Ｈａｂｅｒｌａｎｔ提出了植物器官可以不断分割，直至单个细胞的观点，并预言植物细
胞在适宜条件下具有发育成完整植株的能力。大约４０年后，Ｓｋｏｏｇ等又提出腺嘌呤与生长素
的比例是控制芽和根形成的主要条件的理论。而Ｓｔｅｗａｒｄ等也发现单个植物细胞确实能像受
精卵发育成胚一样，发育成完整植株，从而证明了植物细胞的全能性学说。１９５２年，Ｍｏｒｅｌ等
证实通过茎尖培养可获得大丽花无病毒植株。随后，人们利用各种植物材料，包括烟草原生质
体、马铃薯和番茄的体细胞杂种等均获得了成功。

然而组织培养技术被应用到离体快繁和脱毒技术还是在１９６０年开始的。当时，Ｍｏｒｅｌ首

２



０　绪论

先在兰花上开展了离体无性繁殖方法研究，并成功地建立了“兰花工厂”。后来，在其他观赏植
物和经济作物，如香蕉、马铃薯、草莓等中，规模化离体快繁也取得突破，从而产生了园艺植物
脱毒苗和快繁苗。

如今，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与分子生物学联姻，产生了转基因苗，极大地满足了人类对抗逆
境，追求优质、高产、高效的生产需要。如今转基因的晚熟番茄、抗病毒的甜椒和番茄等已在国
外推广，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转基因植物也可能对土壤和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等产
生不利影响，因此它在国内的生产和推广还被严格控制。

０．１．２　园艺植物育苗的发展趋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园艺植物育苗业已随农业生产不断分工和细化，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
产业。园艺植物育苗也经历了一家一户式的分散育苗和后来的地方扶持大户育苗、引进种苗
公司，向分散户及出口园艺植物生产商集中供苗的历程。截至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的育苗基地已
达到４２０家，利润超过１００万的有４家，育苗能力超过１　０００万株的有１０９家（占２６％），超过

５　０００万株的有７５家（占１８％）。但总的来看，种苗企业规模还偏小，育苗能力不足，技术有待
提高。

未来，我国育苗业的发展趋势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无土育苗、组培育苗与容器育苗的比重将不断增大

无土育苗具有节水、节能、省工、省肥、减轻土壤污染、防止连作障碍、减轻土壤传播病虫害
等优点，可向人们提供健康、营养、无公害、无污染食品。无土育苗的营养液可循环利用，能节
省投资，保护生态环境，将成为未来的重要育苗方式。

无性繁殖的园艺作物，若利用传统的扦插、嫁接育苗方法，则繁殖系数较低，且受季节的限
制。组织培养技术能通过茎尖等分生组织的培养，达到批量繁殖和脱毒的目的，这在许多园艺
作物上已进入到应用推广阶段，如草莓、马铃薯、大蒜等脱毒苗的培育。通过组织培养快速育
苗，在园艺植物生产上仍潜力巨大。

为了缩短育苗时期，提高育苗质量，利于机械化、自动化操作的大规模经营，近几十年来，
容器育苗发展迅速。为适应不同作物类型以及同一作物所需不同大小苗木的要求，育苗容器
的种类、型号日益增多，容器育苗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２）育苗环境控制将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随着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智能控制、计算机视觉技术、空间站技术等高科
技引入园艺育苗业，我国的育苗环境监控系统也正朝着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目前，荷兰、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研发出了计算机智能化调控装置，可准确采
集室温、叶温、地温、室内湿度、土壤含水量、溶液浓度、ＣＯ２ 浓度、风向、风速、作物生育状况等
参数，并将室内温、光、水、肥、气等调整到最佳状态；奥地利、丹麦、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建立了植
物工厂，即在全封闭设施内周年地开展园艺作物育苗的自动化调控，几乎完全地摆脱了自然条
件的束缚，实现了工厂化农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３）室内作业的机械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为了提高作业者的安全性、舒适性以及生产效率，农业生产中将广泛使用多种小型、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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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高性能的设施耕作机械、播种育苗机械、灌溉施肥机械、自动嫁接机械等装备。目前日
本开发出可行走的耕耘、施肥机器人等；美国开发出能辨别秧苗质量并进行分拣的移苗作业机
器人。它们实现了利用机器人、机械手进行耕耘、播种、育苗、定植、管理、防治病虫害、灌溉、收
获、包装、运输等作业环节的机械化。

４）温室育苗的标准化、系列化程度不断提高，服务体系将逐步健全

育苗业发达的国家，均有规范的苗木生产和利用标准与规范。未来，我国也将在育苗的技
术标准、操作规范、产品质量、管理标准等生产环节，及苗木栽种人员培训，技术和管理等苗木
利用的服务体系上不断健全，将集生产与栽种为一体，不断地推动着园艺业向更高的集约化方
向发展。

５）育苗生产趋向低碳化

基于对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的关注，我国的育苗业将朝着低碳化方向发展，包括降低未吸
收的肥料排放，提高水资源利用等。

营养液的循环可实现节水、节肥，而且还可大幅度地减少营养液外排和对周边环境的污
染。雨水收集利用也能解决大约７５％的温室作物用水，以及在病虫害防治方面，采用生物防
治和物理防治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综合防治，可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它们均是园艺作物育苗低
碳化的体现。另外，在我国四川、贵州等地发展的土块育苗，东北等地的营养钵育苗等也是节
能减排的体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千差万别，生产规律也各不相同，
进一步因地制宜地改善园艺植物育苗技术，降低资源浪费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目前，全国各省都在大力发展本省的主导园艺作物，一些栽培面积在５０万亩以上的园艺
植物的育苗基地也相应得到了重点扶持。未来，以无土育苗、组培育苗和容器育苗等为代表的
工厂化育苗覆盖率仍将提高，育苗的设施配置、组织形式、投资环境、售后服务等内外环境也将
进一步得到改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自动化的育苗业将得以实现。

０．２　园艺植物育苗类型

长期的育苗实践中，人们创造了多种不同的育苗方法和形式（图０．１），并且各有特点。

按育苗设施分，育苗方法包括：阳畦育苗、酿热温床育苗、电热温床育苗、保温育苗、现代化
温室育苗等。

按育苗基质，育苗方法又可分为：
（１）有土育苗：用天然土壤作为栽培基质进行育苗的方式。
（２）无土育苗：不用天然土壤，而用营养液或固体基质加营养液进行育苗的方法。根据栽

培床是否使用固体的基质材料，将其分为固体基质育苗和非固体基质育苗。固体基质育苗是
指作物根系生长在各种天然或人工合成的固体基质环境中，通过固体基质固定根系，并向作物
供应营养和氧气的方法。根据选用的基质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有砂砾、蛭石、珍珠岩、锯木、
秸秆、泥炭、炉渣等。非固体基质育苗是指根系直接生长在营养液或含有营养成分的潮湿空气
之中，它可分为水培和雾培两种类型。

按繁殖原理不同，育苗方法又分为：
（１）播种育苗：即利用园艺植物的种子培育新个体的方法。它在园艺业占有重要地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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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绪论

别是蔬菜、花卉、果树砧木育苗等。
（２）扦插育苗：将植物营养器官的一部分插入苗床基质中，利用其再生能力获得完整新植

株的方法。生产中以枝插应用最为广泛。
（３）嫁接育苗：将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在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两者形成独立新植

株的方法，包括芽接、枝接、根接三大类。
（４）组织培养育苗：通过无菌操作，把植物材料（外植体）接种在人工培养基上离体繁育苗

木的方法。组织培养育苗已被广泛地应用到了脱毒苗生产和工厂化育苗中。
（５）其他育苗，包括分生育苗、压条育苗和根茎育苗等。

图０．１　育苗方法分类

另外，按育苗容器分，育苗方法包括：
（１）营养块育苗：即将培养土压制成块状用于育苗。该营养块中含有作物生长所需的各

类营养物质，水、气协调能力也强，但因土方较重，难以远距离运输。
（２）育苗钵育苗：利用盛装营养土的钵状容器繁育苗木。它是木本植物现代育苗中的重

要方法，目前的钵体主要有塑料钵、泥炭钵、“基菲”钵、纸钵、ＴＯＤＤ钵等。
（３）穴盘育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展起来的以草炭、蛭石等轻基质材料作育苗基质，采用机

械化精量播种，一次成苗的现代化育苗体系。
（４）其他育苗：包括利用育苗箱、育苗袋、石棉育苗块、育苗格板、育苗板、育苗碟（吸水膨

胀后成钵体）等进行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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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１．我国对利用组培技术开展转基因苗木的生产有何规定？

２．你认为园艺植物未来育苗方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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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育 苗 设 施

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园艺育苗设施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
程。从规模和复杂程度上，它可分为传统育苗设施和现代育苗设施。

１．１　传统育苗设施

１．１．１　简易苗床

１．１．１．１　冷床

又称为阳畦。根据其利用方式不同，冷床可分为阳畦、抢阳畦、改良式阳畦等类型。它一
般由风障、栽培畦和畦面覆盖物组成（图１．１）。

图１．１　冷床

１）风障

风障由篱笆、披风草和土背３部分组成，竖立在北墙外侧，冬季稍向南倾斜，与地面呈７０°
的夹角，春季则垂直竖立，高２～２．５ｍ。风障主要是依靠挡风作用来减弱风速，稳定气流，阻挡



地面部因空气涡动而发生交换造成热量散失。它的优点是能充分利用太阳能，提高气温和地
温，降低蒸发量和相对湿度，创造合适的小气候。

２）栽培畦

以东西向、北高南低为好。其墙面常由土筑成，后墙一般高４０ｃｍ，前墙高１０～１２ｃｍ，东
西墙依顺南北两墙的高度形成斜坡。墙体宽度常采用下宽上窄的梯形结构，墙底宽约４０ｃｍ，
墙顶宽约２０ｃｍ，东西两墙则宽约３０ｃｍ。畦面的长、宽大约各１２０ｃｍ。

３）覆盖物

冷床栽培畦上的覆盖物有透明的和不透明的两类。透明覆盖物以农用塑料薄膜为主，玻
璃成本高、密度大，现在已很少使用。不透明覆盖物，包括草苫、蒲席、无纺布等。冷床栽培畦
上的覆盖物主要起保温作用，防止或减少苗床热量以空气传导的方式散失。

１．１．１．２　温床

温床是在阳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结构与阳畦基本相似，主要包括风障、栽培畦和畦面覆
盖物３部分。按照热源差异，温床可分为酿热温床和电热温床。

１）酿热温床

酿热温床是通过细菌分解酿热物时产生热量来提高苗床温度，它在建造时需要在栽培畦
内先挖床坑，再填酿热物。马粪、羊粪等动物排泄物含水量少，在短时间内可以产生大量热量，
有效地提高苗床温度而成为了酿热温床的主要酿热物。床坑挖造时，为保证栽培畦内的温度
均匀，常将底部做成鱼脊形，即中部凸出、四周凹陷的结构，见图１．２。

图１．２　酿热温床

２）电热温床

电热温床是指利用电热线将电能转化成热能进行土壤加温。在规模化或现代化育苗中，
是一种主要的辅助补温设施。电热线绝缘材料用聚氯乙烯或聚乙烯注塑聚成，绝缘厚度一般
在０．７～０．９５ｍｍ之间，比普通导线厚２～３倍。电热线的厚度选择要充分考虑到土壤中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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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育苗设施

量水、酸、碱、盐等电解质，还要充分考虑到散热面积、虫咬和小圆弧转弯处易损坏等问题。电
热温床一般床宽１．３～１．５ｍ，长度依需要而定，床底深１５～２０ｃｍ。电热线铺设时，要先在育
苗床表土下１５ｃｍ深处铺设两层隔热层，如铺５～１０ｃｍ厚的稻草、稻壳、锯末等隔热材料，用
来阻止向下传导热量。在隔热层上撒些细沙或床土，踏实平整后铺电热线。铺线前准备小木
棍，按照设计的线距，把小木棍插到苗床两头，然后从温床的一边开始，来回往返把线绕在小木
棍上，线要拉紧、平直，线的两头留在苗床的同一端，作为接头，接上电源和控温仪。然后在线
上覆土，厚度要考虑气温、地温、土壤水分蒸发、种子出苗和幼苗生长等因素。出苗期间，根系
的分布主要在地表至５ｃｍ土层之间，床土厚度一般为５ｃｍ。小苗阶段，根系主要分布在地表
至１０ｃｍ土层之间，床土厚度一般为１０ｃｍ。为保持温度均匀，布线还要注意一般温床两边散
热快，温度比床中部低。因此，要适当缩小温床两边间距，增大中间的布线间距，以使温度
均匀。

１．１．２　覆盖材料及简易设施

１．１．２．１　遮阳网

多以聚乙烯、聚丙烯等为原料，经编织而成的一种轻量化、高强度、耐老化、网状的新型农
用覆盖材料。具有一定的遮光、降温、防暴雨、防旱保墒和驱避虫害等功能，用来替代芦苇、秸
秆等传统覆盖材料，进行蔬菜、花卉和果树的育苗。

１．１．２．２　无纺布覆盖

多以聚乙烯醇、聚乙烯等为原料制成，具有透光、透气、保温、保湿等功能，用来替代传统的
秸秆等覆盖防寒、防冻、防风、防虫、防旱和保温、保墒等功能，实现冬春寒冷季节保护各种越冬
作物不受寒害或冻害。可直接覆盖于播种畦或栽培畦上，也可覆盖于小拱棚上，促进种子或秧
苗的发育、生长。

１．１．２．３　防雨棚

防雨棚是在多雨的夏秋季节，用塑料薄膜等覆盖材料扣在大棚或小棚的顶部，四周通风不
扣膜或扣防虫网防虫，使作物免受雨水直接淋洗和冲击的保护设施。主要用于夏、秋季节蔬菜
和果树的避雨育苗。

１．１．２．４　防虫网

以优质聚乙烯原料经拉丝编织而成的２０～４０目（每２．５４ｃｍ长度的孔数）等规格的网纱，
具有抗拉、抗热、耐老化、耐水、耐腐蚀等优点，主要用于阻挡害虫，同时切断病毒病传播，还可
以结合防雨棚、遮阳网进行夏、秋蔬菜的抗高温育苗。

１．１．２．５　小拱棚

结构简单，取材方便，成本低廉。适宜建成东西延长方向，跨度一般为１．５～３ｍ，高１．０～
１．５ｍ，长度根据地形而定。主要以毛竹片、细竹竿、荆条等为支持骨架，也可用直径６～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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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筋，拱杆间距３０～５０ｃｍ，横向拉杆设与不设皆可，是一种传统的简易育苗设施。

１．２　现代育苗设施

现代育苗设施一般是指在可有效进行人工干预环境条件的现代化温室、大棚内，利用现代
化、自动化机械设备，进行高效集约化、规模化育苗生产的设施。其结构复杂，内部配有各种相
关的机械设备。

１．２．１　种子处理设备

种子处理设备是指育苗前，利用生物、化学、物理和机械的方法进行种子处理的设备。播
种前经过处理的种子能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促进幼苗生长，减少病虫危害，从而为作
物高产稳产创造条件。

种子包衣机是播种育苗中常用的一类基本设备，它可将种子与含有杀虫剂、杀菌剂、微肥
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有效成分的种衣剂充分混合搅拌，使种子表面均匀覆上一层衣膜，以提高
种子的防病与存活能力，或克服某些种子不能机械播种的特性

下面以ＣＴ２－１０型种子包衣机为例，介绍包衣机结构和工作原理。

ＣＴ２－１０型种子包衣机适用于对种子进行溶液和悬浊液包衣。它的结构见图１．３，包括喂
料舱、雾化包衣舱（舱内设有种子和药剂甩盘）、电机、搅拌室、电控箱、出料口等部分。其中喂
料舱采用叶轮式喂料，种衣剂通过定量泵泵入包衣机的药剂搅拌器，为了防止出料口堵塞和药
剂用尽造成的包衣不均匀，内部还设有多个传感器进行反馈控制。

图１．３　ＣＴ２－１０型种子包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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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育苗设施

１．２．２　播种前的准备设备

１．２．２．１　基质消毒机

为防止有害病菌虫卵的传播，育苗基质一般需要经过消毒后再使用。如果是直接选用新
草炭、蛭石、珍珠岩等，可以不消毒；但若掺有有机肥或不干净的基质，则需要消毒后再使用。
根据工作原理不同，基质消毒有物理消毒和化学消毒两种方法。物理消毒方法包括热风消毒、
微波消毒、太阳能消毒、高温蒸汽消毒等方法，其中以高温蒸汽消毒较普遍，效果较好。化学消
毒法是指将液体或气体消毒药剂注入基质中达一定深度，并使之汽化和扩散，从而达到灭菌消
毒的作用。药液注入方式有线状和点状注入的形式。

基质消毒机通常包括高压灭菌锅、蒸汽锅炉等。它们分别用于干热消毒和蒸汽消毒。干
热消毒是利用燃料加热机内空气对基质进行消毒；蒸汽消毒由蒸汽锅炉产生的蒸汽对基质进
行加热消毒。

生产上使用的蒸汽消毒机实际上就是一台小型蒸汽锅炉，根据锅炉的产汽压力及产汽量，
在基质消毒车间内建造一定体积的基质消毒池，具有方便的进料口和出料口，并能封闭。池内
安装带有出汽孔洞的蒸汽管与基质消毒机相通。基质消毒机带有耐高温温度计，以便观察基
质内温度。

１．２．２．２　基质搅拌机

基质在装盘之前，一般要使用搅拌机重新搅拌，目的是使原基质中的各成分充分混合均匀
以及防止基质结块。

１．２．２．３　育苗穴盘

因选用材质不同，穴盘可划分为聚乙烯注塑盘、聚丙烯薄板吸塑盘及聚苯乙烯发泡盘３
种，穴孔的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数量１８～８００个不等，容积７～７０ｍｌ不等。

育苗中应根据育苗种类及所需苗的大小来选择不同规格的育苗盘。穴盘孔数增加，基质
容量逐渐减少，幼苗密度增大。但随着穴盘孔数的减少，基质用量却会增多，设施空间的利用
率下降，育苗成本增大。黄瓜、西瓜可选用５０孔或７２孔穴盘；番茄、茄子可选用７２孔穴盘，
青椒及中熟甘蓝可选用１２８孔穴盘，芹菜一般选用２８８孔和３９２孔的穴盘，油菜、生菜一般选
用２８８孔的穴盘。育苗盘一般可以连续使用２～３年。

１．２．２．４　压穴器

主要是根据穴盘的规格制作而成的木钉板，用于压制播种穴。木钉有圆柱形，或顶部呈锥
形，直径８ｍｍ左右，高度和数量因穴盘规格和作物种类而异，高度一般６～１０ｍｍ，数量与穴
盘孔数一致。可适当给压穴器制作合适的操作架，则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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