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水稻有机育苗过程中不用农药、除草剂和

化学肥料的情况下，有效控制立枯病、苗床杂草的

发生、提供秧苗养分需求、培育壮秧是目前发展水

稻有机栽培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目前国内还没

有有效的有机育苗配套技术，有关研究文献也很

少。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与日本自然农

法国际研究开发中心经过长达 9 年的合作研究，

研制成功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从而有效地解决

了水稻育苗中病害、草害及养分供应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控制杂草

试验在不施用除草剂条件下，有机育苗床土

和常规育苗床土进行比较，弄清有机育苗生物调

理剂控制杂草效果，施用除草剂的常规育苗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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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照。大棚盘育苗，4 月 12 日催芽播种，播种量

每盘 30g，每处理 2 盘 (秧盘规格为 60 cm×30
cm)，3 次重复，参试品种吉粳 88。水分和温度管

理：育苗期间浇水量，前期 2～3 d 浇 1 次，3 叶期

后每天浇 1 次。温度控制在 20～25℃范围。插秧

前 1 d 调查每平方米杂草数量和百株风干重。
有机育苗床土的配制：床土配制在8月15日进

行。先将育苗床土中掺入草籽，使床土中含有足够

的草籽量，然后将土和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按18∶1
的比例进行混拌，边搅拌边加入100倍液益生菌活

性液接种。混拌均匀后上面盖麻袋片进行发酵。2
d后育苗土温度达到50℃以上，7 d后水分见干以同

样的方法边倒堆边调整水分，20 d制作完成。
1.2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控制苗期立枯病

试验设有机育苗床土、常规育苗床土和常规

育苗床土加药剂处理。大棚盘育苗，4 月 12 日催

芽播种，播种量每盘 50 g，每处理 2 盘，3 次重复，

参试品种吉粳 88。5 月 22 日调查病株率和秧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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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制。研究结果表明，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

具有杀灭病原菌、抑制杂草发生、提高床土养分含量等功能。使用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育苗，植株健壮，干物重

高，根系发达，抗病力和抗逆性强，省工省力，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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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 机 育 苗 生 物 调 理 剂 杂 草 控 制 效 果 %

处 理
有机育苗床土 常规育苗床土 对照

数量 控草效果 数量 控草效果 数量 控草效果
杂草量(株) 49.5 86.4 28.0 92.3 363.3 100.0
风干重(g) 0.82 86.1 0.70 88.1 5.9 100.0

注：表中数据为每平方米的杂草数量和风干重。

表 2 不 同 育 苗 床 土 秧 苗 素 质 与 立 枯 病 抑 制 效 果

处 理 株 高(cm) 叶 龄(叶) 根 数(条) 百株干重(g) 病苗数(株) 病苗率(%)
有机育苗床土 14.3 3.7 15.3 2.5 1.2 0.06
常规育苗床土 13.5 3.5 12.9 1.8 210.1 10.5

药剂处理 13.8 3.5 13.0 2.0 36.0 1.8

表 3 有 机 育 苗 生 物 调 理 剂 不 同 用 量 对 秧 苗 素 质 的 影 响

处 理 株 高(cm) 叶 龄(叶) 根 数(条) 地上部干重(g) 地下部干重(g) 持养天数(d)
150(g) 13.0 3.6 13.5 2.6 0.7 28
250(g) 14.7 4.5 16.2 3.7 1.2 51
500(g) 15.0 4.7 15.8 3.3 1.0 65
1 000(g) 15.1 4.5 15.9 3.4 1.1 70
有机肥 12.3 3.5 12.5 1.9 0.6 27
常规 15.4 4.3 14.8 3.0 0.8 30
注：干重为百株风干重。

质。有机育苗床土的配制及育苗管理同 1.1。
1.3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安全性能

通过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的不同使用量，探

讨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安全性及肥效持续期限。
试验设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每盘使用量分别为

150 g、250 g、500 g、1 000 g 和有机肥(猪粪、鸡粪

各 5％)育苗床土、常规育苗床土 6 个处理。大棚

盘育苗，4 月 10 日催芽播种，播种量每盘 30 g，每

处理 2 盘，3 次重复，参试品种吉粳 88。插秧前调

查秧苗素质。秧龄在 40 d 剪去顶部叶片，促进继

续生长，观察叶片退色时间，以确定肥效作用期

限。有机育苗床土的配制及育苗管理同 1.1。

2 结果与分析

2.1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控制杂草效果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控制杂草效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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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看出，在不施用除草剂条件下，有机育苗床

土和施用除草剂的常规育苗床土的杂草发生数量

明显少于不施用除草剂的常规育苗床土，杂草控

制率分别达到 86.4％和 92.3％，有机育苗床土的

控制杂草效果比施用除草剂的常规育苗床土低

5.9％。表明利用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配制床土，

由于床土在发酵过程中产生高温能够杀灭杂草，

从而控制杂草的发生。
2.2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防治立枯病试验

从有机育苗床土育苗试验结果看，有机育苗

生物调理剂配制的有机育苗床土立枯病的发病率

仅为 0.06％，常规育苗床土的发病率为 10.5％，

药剂处理区的发病率为 1.8％(表 2)，有机育苗床

土防病效果达到 99.0％以上，明显低于其他处

理，表现为很强的抗病能力。从秧苗素质比较，有

机育苗床土的秧苗素质各项指标均优于其他处

理，其中叶龄比其他处理高 0.2 叶，根数分别比其

他处理高出 15.7％和 15.0％，百株干重分别比其

他处理高出 28.0％和 20.0％。说明有机育苗床土

中的土壤微生物活力旺盛抑制了立枯病病原菌的

大量繁殖，从而控制了立枯病的发生。有机育苗床

土育苗秧苗素质好，抗病性增强也是减少立枯病

发生的重要原因。
2.3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安全性能试验

从表 3 中看出，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的施用

量在每盘 250～1 000 g 范围内叶龄、根数、干物

重等各项指标明显好于常规育苗床土，而在该施

用量范围内各处理间的秧苗素质无明显差异，有

机肥育苗床土和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的施用量在

150 g 处理秧苗素质较差。从有机育苗生物调理

剂的施用量来看，施用量超出正常用量的几倍条

件下也没有发生由于养分过多而引起秧苗徒长或

其他异常现象，说明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具有非

常高的安全性能。从养分持续天数比较，有机肥育

苗床土、常规育苗床土和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的

施用量在每盘 150 g 3 个处理，在育苗 27～30 d
叶片开始退色，明显表现为养分不足，有机育苗生

物调理剂的施用量 250 g 以上养分供应持续天数

达 50 d 以上，在试验范围内施用量越多养分持续

天数越长。



段，把下部切口放到 90 mg·L- 1 的 IAA 溶液中处

理 5 min，扦插到事先已经浇透水并打上了深约 1
cm 小孔、温度在 22～28 ℃温室苗床的炉灰渣

中。接着弥雾喷浇淤闭插孔后，再按照与移栽试管

苗相同的环境条件进行管理。15 d 后可见成活并

正常生长，30 d 后成活率为 92%。
2.5 试管苗移植与长势

把移栽和扦插成活的试管苗移植到农田中，

移植的成活率接近 100%。经过 3 年的小批量的

移植试验证明，试管苗与常规扦插苗相比，试管苗

长势具有非常旺盛、秋天块茎收获量增产 18%、
根系增加 1～2 倍、入冬前枯萎时间晚 7 d 的特点。

3 讨 论

虽然国内已有甘露子组织培养、无性系建立

的报道 [6- 8]，但前人研究所用的材料都是以具有分

生能力的组织———生长点为材料的，本研究以具

有有利变异性状的甘露子非分生组织嫩茎为材

料，进行了甘露子嫩茎愈伤组织的诱导、愈伤组织

的分化、不定芽的生根、试管苗的继代、试管苗的

移栽与扦插研究，建立起具有有利变异性状甘露

子嫩茎的无性系。这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甘露子

的非分生组织细胞具有全能性，而且在实践上还

证明了采用组织培养、无性系建立的方法可使甘

露子的自然有利变异得到保存，同时还为甘露子

优良变异植株的工厂化育苗奠定了技术基础。
由 不 定 芽 继 代 分 化 培 养 40 d 的 分 化 率 为

5.6。按照这个速率计算，甘露子愈伤组织分化培

养年增殖数为 5.69；用生根继代培养的方法进行

增殖培养，25 d 的繁殖系数为 3.5，按照这个速率

计算，甘露子生根继代培养年增殖数为 3.514.6；加

之移栽时还可以将移栽苗的上半段剪下来扦插，

这样就又将繁殖系数提高了 1 倍。上述结果说明，

不论采用上述哪种方法进行快速繁殖，一年都能

繁殖出数百万株试管苗，达到快速繁殖、工厂化育

苗的目的，可满足生产上对甘露子变异植株的需

要。在上述所研究的几种快速繁殖技术中，生根继

代培养快速繁殖的方法具有试管苗生长旺盛，没

有无效苗的特点。因此，在生产上应采用生根试管

苗继代培养的方法进行快速繁殖。
移植的甘露子试管苗与常规的扦插苗相比，

出现了根茎收获量增加 18%、入冬前枯萎时间晚

7 d、长势非常旺盛的特点，主要是与以下两方面

因素有关：一是与培养甘露子试管苗的材料有关。
材料来源于生长非常旺盛、具有有利变异的植株；

二是与在试管苗的培养中使用了较高浓度的生长

素有关，试管苗移植后生长素具有后效作用，仍然

会促进分生细胞快速分裂，从而形成了发达的根

系，能吸收更多的营养和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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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3.1 使用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配制的有机育苗

床土，由于在配制育苗床土过程中产生高温能够

杀灭杂草，从而有效控制杂草的发生。
3.2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具有丰富的各种生理

活性物质，能够促进秧苗的生长，提高免疫力，增

强抗逆性。
3.3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具有抑制土传病菌的

传播功能和提高秧苗抗病能力，防治立枯病效果

可达 99.0％以上。
3.4 有机育苗生物调理剂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

能，施用量超出正常用量的几倍也不会发生由于

养分过多而引起秧苗徒长或其他异常现象。

4 讨 论

有机育苗床土杂草控制率为 86.4％，比施用

除草剂的常规育苗床土低 5.9％。如何提高有机

育苗床土的杂草控制效果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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