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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黄秋葵“绿羊角”为试材，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研究了炉灰、椰糠、珍珠岩四种不同体积配比的育苗基

质对黄秋葵幼苗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D基质处理的黄秋葵幼苗各项指标均优于其他处理，壮苗指数达到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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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experiment, okra "Yangjiaolv" was used as the test material, and the random block test design
method was adopted. Effects of ash, coco coir and perlite on seedling quality of okra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 treatment the indexes okra of seedlings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other substrate treatments, and the
seedling index reached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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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葵（Hibiscus esculentus L.）是锦葵科秋葵

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1]，别名黄蜀葵、羊角豆、秋葵

等。以嫩荚作为食用器官，营养丰富，长期食用

能够增强人体耐力。它既是国内夏秋淡季蔬菜市

场的调节品种，又是出口创汇蔬菜，市场潜力较

大，对我国蔬菜种植结构调整和兴农富民具有促

进作用 [2-4]。

育苗是蔬菜生产中最基础的环节，幼苗是否

健壮与产量联系密切，而培育优质健壮的蔬菜种

苗是育苗的重要目标 [5]。育苗基质作为幼苗生长

依附物，能为培育壮苗提供环境场所和营养供

给。常用的育苗基质是以草炭为主，蛭石和珍珠

岩为辅，有时也添加少量炉渣灰和河沙以构成不

同基质配比。草炭又叫泥炭，是在湿地条件下形

成的特有产物 [6]，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现今国家

积极倡导生态文明建设，肆意开采将会使湿地的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7]，因此寻找适合代替草炭作

为育苗基质的物质成为相关学者一直在研究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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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炉灰在北方丰富，作为栽培育苗的基质在 20
世纪 80年代有一定研究且较为成功，在育苗基质

中添加可以提高基质中通气空隙的比例，利于作

物的根系呼吸 [8]。炉灰中含有大量的氮磷钾及微

量元素，可作为基质原料使用 [9-11]。椰糠是椰子外

壳纤维在加工过程中脱落可降解的有机质 [12]，不

仅保水透气性好，而且缓冲力强 [13]。目前国内研

究基质对秋葵幼苗影响的报道较少，王丽霞等[14]研

究了以草炭、蛭石、珍珠岩不同配比育苗基质对秋

葵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而研究以炉灰、椰糠、珍

珠岩不同体积配比作为育苗基质对黄秋葵的影响

尚未见报道。本试验设置四种不同育苗基质配比，

通过研究对黄秋葵幼苗质量的影响,旨在确定最佳

的基质配比，以期为培育壮苗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黄秋葵品种为“绿羊角”，由北京绿金蓝

种苗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供试基质为炉灰、椰

糠、珍珠岩。基质和营养钵均由吉林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蔬菜试验基地提供。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方法，设置四种基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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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母 A、B、C、D表示)，三次重复，用体积法控

制基质比例,具体见表 1。
表1 炉灰型基质配比表

处理

A
B
C
D

基质配比

炉灰∶椰糠=2∶1
炉灰∶椰糠∶珍珠岩=2∶5∶3
炉灰∶椰糠∶珍珠岩=3∶2∶5
炉灰∶椰糠∶珍珠岩=5∶3∶2

1.3 幼苗管理

试验在日光温室中进行，营养钵育苗，进行常

规育苗管理。

1.4 指标测定及方法

幼苗长到 3片真叶，于 2019年 4月 17日开始

指标测定，测定时从每个基质处理中随机抽取 10
株苗，间隔 7天一次，共测定 4次，5月 7日测定结

束。壮苗指数=(茎粗/株高+地下部干重/地上部

干重) ×全株干重。根冠比 =地下干重/地上干

重 [15]。根系活力用 TTC染色法，叶绿素含量用乙

醇-丙酮混合提取法，过氧化物酶含量用比色法，

pH用 pH计、EC用电导率仪 ,容重、孔隙度用环刀

法 [16]，碱解氮用碱解扩散法 [17]，速效磷用碳酸氢钠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 [17]，速效钾用乙酸铵浸提-火
焰光度法 [17]，光合指标用便携式光合仪（3051DE,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测定。

1.5 数据分析

采用DPS软件和Microsoft Excel 2010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分析，各处理间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炉灰型育苗基质指标的理化性质

由表 2可知，D基质的各理化性质指标显著高

于其他 3个处理。4个处理的 pH值均符合蔬菜育

苗基质 pH值在 5.5~7.5的范围要求。EC、容重、总

孔隙度、持水孔隙度、通气孔隙度方面均是 B处理

表现最低。A、C处理的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

含量相差较小，D、B处理间相差较大，分别相差

15.4 mg/kg、7.83 mg/kg、13.6 mg/kg。综上，在育苗

基质指标的理化性质方面，D处理更适合作为黄

秋葵的育苗基质。

表2 炉灰型育苗基质指标的理化性质

处理

A
B
C
D
注：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下同

pH
7.13ab
6.72bB
7.21aA
7.32aA

EC
（mS/m）
0.67bB
0.52BC
0.71bB
0.87aA

容重

（g/cm3）
0.22bB
0.16cC
0.23bB
0.39aB

总孔隙度

（%）
52.78cB
49.15cC
54.26bB
59.16bB

持水孔隙度

（%）
39.1aB
26.69cC
39.05aB
43.07aA

通气孔隙度

（%）
13.68bB
12.46bc
15.21ab
16.09ab

碱解氮

（mg/kg）
327.4cB
310.6cC
331.5bB
342.8ab

速效磷

（mg/kg）
56.02bB
54.34bB
58.34bB
62.17aA

速效钾

（mg/kg）
125.1bB
120.7bC
128.2bB
134.3aA

表3 炉灰型育苗基质对黄秋葵幼苗形态指标的影响

处理

A
B
C
D

株高

（cm）
6.58BC
6.64aC
6.97bc
7.58aA

茎粗

（mm）
2.86cC
2.48bC
3.04aB
3.28ab

地上部鲜

重（g）
2.25bc
2.05cB
2.13bB
2.9aB

根鲜重

（g）
0.45cC
0.46cB
0.51bB
0.62aA

地上部干

重（g）
0.35bB
0.37aA
0.35bB
0.46aA

根干重

（g）
0.09bC
0.07cC
0.09bC
0.12bB

根冠比

0.25bB
0.18cC
0.25bB
0.26aA

叶面积

（cm2）
41.68bc
39.02cC
44.03aB
49.12aA

根长

（cm）
9.96bB
9.42cC
10.55bB
11.87aA

根体积

（cm3）
1.71bB
1.63cB
1.76bB
1.82ab

2.2 炉灰型育苗基质对黄秋葵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表3可知，D处理的幼苗形态指标相对于其他3
个处理差异较为显著。在株高、茎粗、地上部鲜重和根

鲜重方面，D处理与A处理的差异显著性最明显，与B、
C处理的差异效果较小。黄秋葵的根系生长旺盛对幼

苗成为壮苗有关键作用，炉灰基质配比不同对幼苗生

物量产生的影响也不同。D处理的叶面积、根长、根体

积均高于其他处理，D处理的叶面积比 B处理高

20.56%、根长比B处理高 20.64%、根体积比B处理高

10.43%。综上，D处理的幼苗生长最优。

2.3 炉灰型育苗基质对黄秋葵幼苗生理活性的影响

由表 4可知，D处理的幼苗生理生化指标高于

其他处理，表现最优，分别比 B处理高 17.73%、

26.98%、18.58%、39.58%。D处理的光合速率和气

孔导度最优，说明幼苗的光合作用较强，生理代谢活

动旺盛，能生产满足幼苗自身所需的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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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炉灰型育苗基质对黄秋葵幼苗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处理

A
B
C
D

过氧化物酶含量（µg/g）
1.73bB
1.67bC
1.86ab
2.03aA

可溶性糖含量（mg/g）
0.51ab
0.46cC
0.54bB
0.63aA

光合速率[µmol/（m2·s）]
22.59bc
20.67BC
24.87ab
25.39ab

气孔导度[mol/（cm2·s）]
0.34bc
0.29cC
0.37bB
0.48ab

2.4 炉灰型育苗基质对黄秋葵幼苗壮苗指数的

影响

由图 1可知，D处理的壮苗指数显著高于其他

3个处理，达到 0.318,表现最优。A、C处理间的壮

苗指数差异不明显，其与 B处理间的差异显著。

2.5 炉灰型育苗基质对黄秋葵幼苗根系活力的

影响

根系的生长情况直接影响地上部的营养状况

及产量水平，根系活力作为一项指标能够反映幼

苗生长的状况。由图 2可知，D处理的根系活力

显著高于 A、B、C处理，B处理根系活力最低。表

明D基质配比利于黄秋葵幼苗根系生长。

2.6 炉灰型育苗基质对黄秋葵幼苗叶绿素含量

的影响

叶绿素是一种与植物生长相关的重要色素，

它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到幼苗的长势 [18]。由图 3

可知，四种基质处理幼苗的叶绿素含量在不断增

加，D处理的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3个处理，

B处理的含量最低。

3 讨论与结论

黄秋葵是喜温蔬菜，保水性强、排水通气性好

的育苗基质对其生长有利 [19]。D处理的理化指

标、幼苗形态和生理生化指标与 A、B、C处理相比

表现最优，利于培育壮苗。因此，炉灰∶椰糠∶珍

珠岩=5∶3∶2的基质配比对黄秋葵幼苗生长有利。

由于蔬菜的生长习性不同，D基质配比能否作为

其他蔬菜的育苗基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本

试验结果表明，生产中黄秋葵育苗时可以采用炉

灰∶椰糠∶珍珠岩=5∶3∶2作为基质，以培育壮苗促

进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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