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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新乡市设施蔬菜栽培中苗床土的配置及生产实际而制定。 

本标准由新乡市农业农村局、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飞飞、杨和连、李庆飞、陈碧华、王广印、李新峥、郭永祥。 

本标准2019年10月12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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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苗床土配置与消毒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蔬菜苗床土配置与消毒技术的术语、育苗方式与场所、苗床土的配置、育苗基质的消

毒。 

本标准适用于蔬菜苗床土配置与消毒技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23416.1  蔬菜病虫害安全防治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则 

LY 1000-1991  容器育苗技术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NY/T 2312   茄果类蔬菜穴盘育苗技术规程 

DB37/T 1142  蔬菜育苗基质 

DB50/T 40  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范总则 

3 术语 

3.1  

苗床土 

苗床土也叫培养土，是幼苗生长的土壤，为幼苗生长发育提供稳定协调的水、气、肥及其他根际环

境的介质，具有固定支持秧苗、贮存供应水分和养分、协调根系生长环境等重要作用。 

3.2  

苗床育苗 

苗床育苗就是在特定的环境和营养中培育幼苗。原意是指在苗圃、温床或温室里培育幼苗，以备移

植至土地里去栽种。 

3.3  

穴盘基质育苗 

穴盘基质育苗是指以草炭、蛭石等为基质，以不同孔穴的穴盘为容器，装入基质、播种、覆盖、

镇压、浇水，然后放在温室或催芽室等设施内进行环境调控和培育，一次成苗的现代化育苗体系。 

4 育苗方式与场所 

4.1 育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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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候条件，通常选用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育苗设施，采用播种苗床育苗，营养钵分苗方式。

也可以不分苗，直接用营养钵育成苗。目前，主要提倡采用穴盘基质育苗技术，该技术以操作简单、节

本增效、抗逆性强等特点而深受农户青睐。 

4.2 育苗场所 

4.2.1 普通日光温室 

要求温室后墙高2 m～2.5 m，墙体厚度砖墙50 cm～62 cm，土墙80 cm～100 cm，脊高2.5 m～3 m，

跨度5 m～8 m，高跨比1:2.3左右，长度30 m以上，温室顶部和肩部需各设一道放风口。 

4.2.2 塑料大棚 

要求大棚周围无高大建筑物或树木遮阴，一般矢高2.5 m～3.2 m，跨度6 m～12 m，长度50 m～100 

m。两侧需预留有随时可以关闭或打开的放风口。 

5 苗床土的配置 

5.1 苗床土的配置要求 

5.1.1 苗床土是培育壮苗的基础。由于苗期幼苗生长速度快，单位面积上的苗数多，根系吸收能力差，

所以要求苗床培养土应具备良好的栽培条件，具有疏松透气、营养全面、保水保肥、无病虫害及杂草种

子等特点。此外，根据用途不同，苗床土可分为播种床土和分苗床土，播种床土要求特别疏松通透，以

利于幼苗出土和分苗起时不伤根，对肥沃程度要求不高。分苗床土也叫移植床土，分苗床土要求有一定

的黏度，以便于成坨起苗，因此，为保证幼苗期有充足的营养和植时不散，分苗营养土应加大田土和优

质粪肥的比例。 

5.1.2 配置好的苗床土应达到以下几点基本要求：一是疏松通气，土壤空气孔隙度不应低于 21 %，理

想基质的总孔隙度（基质的总孔隙度是基质持水孔隙和通气孔隙的总和）在 80 %～95 %；二是肥沃，

营养元素基本齐全充足；三是酸碱度适宜，一般 pH在 6.5～7.0之间，其中不含对蔬菜幼苗有害的物质

和盐分；四是不含可能危及幼苗的病原菌和害虫（包括卵）。 

5.2 育苗基质的配置  

5.2.1 育苗基质的选择 

5.2.1.1 基质选配是无土育苗的关键技术之一，选择育苗基质要考虑其适用性，通常要求具备以下良

好的理化性状：理想的水分容量；良好的排水能力和空气容量，容易再湿润；良好的孔隙度和均匀的空

隙分布；稳定的维管束结构，少粉尘；恰当的 PH值，一般要求 5.5～6.5；含有适当的养分，能够保证

子叶展开前的养分需求；极低的盐分水平，要求 EC值小于 0.7；基质颗粒的大小均匀一致；无植物病

虫害和杂草；同时，每一批基质的质量应尽量保持一致。 

5.2.1.2 由于单一基质很难满足作物生长发育对各项指标的综合要求，因此，在育苗实践中所使用的

基质大多数不是单一的，而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质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以便发挥各基质间

优势互补、改善苗床土的理化性质以及对水、肥、气、热等的调节能力，从而提高育苗效果。在配置复

合基质时，一般采用 2～3种基质即可，并且尽量选用当地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轻基质，以采用有机、

无机复合基质的育苗效果更优。 

5.2.2 主要育苗基质的种类及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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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基质的种类主要有3种：有机材料，如草炭、锯末、炭化稻壳等植物残体来源的材料；无机材

料，如蛭石、珍珠岩、炉渣等矿物或经高温烧制而成的材料；合成材料，如岩棉、聚苯乙烯等工业合成

材料。目前，常使用的育苗基质主要有以下几种： 

（1）草炭：根据草炭形成的地理条件、植物种类和分解程度可以分为高位草炭、低位草炭和中位

草炭。 

低位草炭:分布于低洼积水的沼泽地带, 分解程度高，肥分有效性高，可直接用做肥料，但因容重

大，吸水透气性差，不宜做育苗基质； 

高位草炭：以水藓植物为主，分布于低位草炭形成地形的高处，分解程度低，容重小，吸水透气性

好，是较好育苗基质， pH通常在4～5之间； 

中位草炭：性质介于高位和低位草炭之间，可作为育苗基质。 

（2）蛭石：容重轻，透气性好，持水量较大，作为育苗基质，其粒径最好在3mm～5mm之间。 

（3）珍珠岩：中性偏碱，作为育苗基质粒径以1.5mm～6mm为宜，但因含氧化钠，浇水时易浮起，

故用量不宜太大。 

（4）炭化稻壳：特点是容重轻，孔隙度高，通气和持水性均较好，碱性，使用前应处理，使用过

程也应监测pH的变化。 

（5）锯末：木材加工副产品，但有毒树种锯末不宜做育苗基质，做基质前要进行堆沤处理，需与

其他基质配合使用。 

此外，食用菌的废料、造纸厂的下脚料、酒糟、药渣等，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也都可以作为育苗基

质使用，来满足不同种类蔬菜的需求。 

5.2.3 育苗基质的配置 

目前通用的穴盘育苗基质的主要成分为草炭、蛭石和珍珠岩，三者的比例大多为2份草炭、1份蛭石

和1份珍珠岩。还有些育苗场采用草炭加蛭石作为育苗基质，其比例是2份或3份草炭加1份蛭石。虽然基

质本身含有一定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但是对于大多数蔬菜苗期生长的需求量来说，仍不能满足。因

此，我们在配置穴盘育苗基质时应考虑加入一定量的大量元素。施肥方法多采用在基质中加肥。根据前

人试验，筛选出了不同蔬菜穴盘育苗时基质中的适宜肥料掺加量，如下表1所示。 

表1 穴盘育苗基质适宜的肥料掺加量（kg/m
3
基质） 

蔬菜种类 氮磷钾复合肥（15:15:15） 或者尿素+磷酸二氢钾 

冬春茄子 3.0～3.4 1.0～1.5   1.0～1.5 

冬春甜椒 2.2～2.7 0.8～1.3   1.0～1.5 

冬春番茄 2.0～2.5 0.5～1.2   0.5～1.2 

春黄瓜 1.9～2.4 0.5～1.0   0.5～1.0 

夏播番茄 1.5～2.0 0.3～0.8   0.3～0.8 

夏播芹菜 0.7～1.2 0.2～0.5   0.2～0.5 

生菜 0.7～1.2 0.2～0.5   0.3～0.7 

甘蓝 2.6～3.1 1.0～1.5   0.4～0.8 

花椰菜 2.6～3.1 1.0～1.5   0.4～0.8 

芥蓝 0.7～1.2 0.2～0.5   0.3～0.7 

芦笋 2.2～2.7 0.8～1.3   1.0～1.5 

西葫芦 1.9～2.4 0.5～1.0   0.5～1.0 

洋葱 0.7～1.2    0.5       0.5 



DB4107/T 422—2019 

4 

5.3 穴盘的选择 

5.3.1 穴盘基质育苗可选的穴盘种类较多。育苗穴盘的颜色一般选用黑色，因为黑色吸光性好，更有

利于种苗根部发育。通常冬春季选择黑色穴盘，可以使根部温度增加；夏季或初秋，就要改为银灰色的

穴盘，以反射较多的光线，避免根部温度过高；而白色穴盘一般透光率较高，会影响根系生长，所以很

少选择白色穴盘，当然白色的泡沫穴盘例外。 

5.3.2 穴盘的尺寸一般为 54 cm×28 cm，规格有 50孔、72孔、128孔、200孔、288孔等，种植户可

根据蔬菜的种类和苗龄长短来选用穴盘。瓜类如南瓜、西瓜、冬瓜、甜瓜育苗时多采用 50孔的，番茄、

茄子、黄瓜多采用 72孔或 128孔的，辣椒采用 128孔或 200孔的，油菜、生菜、甘蓝、青花菜育苗应

选用 200孔或 288孔的，而芹菜育苗大多选用 288孔或 392孔。经过彻底清洗并消毒的穴盘，亦可以重

复使用。注意：若使用旧穴盘，要用福尔马林或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后面将详细讲述。 

6 育苗基质的消毒 

6.1 育苗基质的消毒方法 

6.1.1 蒸汽消毒法 

此法是利用80 ℃～95 ℃高温蒸汽通入基质中以达到杀灭病原菌的方法。在有蒸汽加温的温室中，

可利用锅炉产生的蒸汽来进行基质消毒，消毒时将基质放在消毒柜中，通过蒸汽管道来加温，密闭20

分钟～40 分钟，即可杀灭大部分的病原菌和虫卵。 

6.1.2 高锰酸钾消毒法 

    先配制好浓度约为1:5000的溶液，将要消毒的基质浸泡在此溶液中10 分钟～30 分钟后，将高锰酸

钾溶液排掉，并用大量清水将基质反复冲洗干净即可。注意：由于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此法只能

用在石砾、粗砂等没有吸附能力且易用清水清洗干净的惰性基质的消毒上，而不能用于泥炭、岩棉、木

屑等有较大吸附能力的活性基质上。 

6.1.3 福尔马林消毒法 

    将浓度为40 %左右的甲醛溶液（通称福尔马林）稀释50 倍～100 倍,把待消毒的基质在干净的、垫

有一层塑料薄膜的地面上平铺约10 cm厚，然后用喷壶或喷雾器将已稀释的甲醛溶液将这层基质喷湿。

再铺上第二层，继续用甲醛溶液喷湿，直至所有要消毒的基质都均匀喷湿甲醛溶液为止。最后用塑料薄

膜覆盖封闭1昼夜～2昼夜，后将基质摊开，暴晒至少2天以上，直至基质中没有甲醛气味。 

6.1.4 溴甲烷消毒法 

将育苗基质盖上塑料薄膜，薄膜四周密封，将溴甲烷经施药管道施入基质中，用量控制在每立方米

基质用溴甲烷100 ml～200 ml。封闭塑料薄膜3 天～5 天后打开，让基质暴露于空气中4 天～5 天，待

基质中的溴甲烷全部挥发后即可使用。 

6.1.5 氯化苦消毒法 

    先将基质堆成大约30 cm厚，堆体的长、宽可随意，然后在基质上每隔30 cm～40 cm打一个深15 cm

的小孔，每孔注入5 ml～10 ml的氯化苦。再堆放第二层基质打孔并注入氯化苦，如此3 层～4 层后用

塑料薄膜将基质盖好。经1 周～2 周后揭开塑料薄膜，将基质摊开晾晒4 天～5 天，即可使用。 

6.1.6 次氯酸钠或次氯酸钙消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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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法是利用次氯酸钠或次氯酸钙（俗称漂白粉）溶解于水时产生的氯气来杀灭病菌。使用时，用含

有有效氯0.07 %的次氯酸钠或次氯酸钙溶液，浸泡待消毒的基质4 小时～5 小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即

可。注意：此法不可用于具有较强吸附能力或难以用清水冲洗干净的基质上。 

6.1.7 代森锌混合制剂消毒法 

    每立方米基质中加入65 ％代森锌20 g～25 g、70 ％五氯硝基苯20 g～25 g，充分混拌均匀后，即

可使用。注意：该方法用药量不宜过多，否则易发生药害。采用此种方法可防止茄果类和瓜类苗期的猝

倒病和立枯病。 

6.1.8 百菌清消毒法 

    每立方米基质中加入50 ％百菌清100 g～200 g，充分混拌均匀后即可使用。 

6.2 育苗器具的消毒 

对重复使用的育苗器具，先用300 倍液福尔马林或0.1 %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喷淋或浸泡消毒，再用

清水漂洗干净。或用2 %漂白粉充分浸泡30 分钟，清水漂净备用。或用40 %甲醛水溶液100 倍液浸泡15

分钟～20 分钟，然后在上面覆盖一层塑料薄膜，密闭7 天后揭开，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6.3 育苗棚的消毒 

育苗棚消毒是预防苗期病害的关键环节，每年育苗前必须对育苗棚室进行彻底消毒。一般常用的消

毒剂有漂粉精和高锰酸钾，另外，还有新洁尔灭、消毒灵等。消毒前，先把育苗棚、育苗池、工具及进

排管道刷洗干净，然后各育苗池放满水，泼洒浓度为20 mg/kg的漂粉精，所有工具也可浸入池内，所有

地坪，用消毒水泼洒。管道内充满加有漂粉精的水，然后把育苗棚紧闭，待第二天后再进行冲洗干净。

由于漂粉精会放出氯气，因此育苗棚内空气也得到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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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育苗基质的理化性状一览表 

表A.1 常用育苗基质的理化性质 

常用 

基质 

物理特性 化学特性 

容重(g/ 

cm
3
) 

总孔

隙度

(%） 

通气

孔隙

(%) 

pH 
电导

率 

阳离子交换

量(mol/kg) 

有机质

(g/kg) 

碱解氮

(mg/kg) 

速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草炭 0.27 84.5 16.8 5.8 1.04 48.5 262.2 1251.3 84.2 114.2 

蛭石 0.46 81.7 15.4 7.6 0.67 5.2 0.6 9.3 22.2 135.0 

珍珠岩 0.09 92.3 40.4 7.5 0.07 1.3 0.9 15.1 10.8 69.6 

糠醛渣 0.21 88.2 47.8 2.3 5.10 18.9 365.2 267.8 190.0 13500.0 

棉籽壳 0.19 89.1 50.9 7.7 4.70 15.3 252.1 731.0 131.5 5200.0 

炉渣灰 0.98 49.5 12.5 7.8 2.23 4.1 0.1 40.1 52.6 120.4 

泥炭 0.22 88.6 37.8 5.0 0.84 18.18 - - 13.6 199.4 

岩棉 0.11 96.0 54.7 7.1 0.24 4.2 - - 34.1 16.0 

椰糠 0.16 90.4 20.2 5.6 1.90 9.44 - - 118.5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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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蔬菜苗床土配置与消毒技术规程明白纸 

配置好的苗床土应达到以下几点基本要求：一是疏松通气，土壤空气孔隙度不应低于 21 %，理想

基质的总孔隙度（基质的总孔隙度是基质持水孔隙和通气孔隙的总和）在 80 %～95 %；二是肥沃，营

养元素基本齐全充足；三是酸碱度适宜，一般 pH在 6.5～7.0之间，其中不含对蔬菜幼苗有害的物质和

盐分；四是不含可能危及幼苗的病原菌和害虫（包括卵）。 

鉴于目前主要提倡采用穴盘基质育苗，本标准着重介绍育苗基质的配置与消毒技术。 

选择育苗基质，通常要求具备以下良好的理化性状：理想的水分容量；良好的排水能力和空气容量，

容易再湿润；良好的孔隙度和均匀的空隙分布；稳定的维管束结构，少粉尘；恰当的pH值，一般5.5～

6.5；含有适当的养分，能够保证子叶展开前的养分需求；极低的盐分水平，要求EC值小于0.7；基质颗

粒的大小均匀一致；无植物病虫害和杂草；同时，每一批基质的质量应尽量保持一致。 

由于单一基质很难满足作物生长发育对各项指标的综合要求，因此，在育苗实践中多是将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基质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目前通用的穴盘育苗基质的主要成分为草炭、蛭石和珍珠岩，三者

的比例大多为 2份草炭、1份蛭石和 1份珍珠岩。虽然基质本身含有一定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但仍

不能满足大多数蔬菜苗期生长的需求，因此，我们在配置穴盘育苗基质时应考虑在基质中加肥，根据前

人试验，筛选出了不同蔬菜穴盘育苗时基质中的适宜肥料掺加量，如 B.1表。 

表B.1  穴盘育苗基质适宜的肥料掺加量（kg/m
3
基质） 

蔬菜种类 氮磷钾复合肥（15:15:15） 或者尿素+磷酸二氢钾 

冬春茄子 3.0～3.4 1.0～1.5   1.0～1.5 

冬春甜椒 2.2～2.7 0.8～1.3   1.0～1.5 

冬春番茄 2.0～2.5 0.5～1.2   0.5～1.2 

春黄瓜 1.9～2.4 0.5～1.0   0.5～1.0 

夏播番茄 1.5～2.0 0.3～0.8   0.3～0.8 

夏播芹菜 0.7～1.2 0.2～0.5   0.2～0.5 

生菜 0.7～1.2 0.2～0.5   0.3～0.7 

甘蓝 2.6～3.1 1.0～1.5   0.4～0.8 

花椰菜 2.6～3.1 1.0～1.5   0.4～0.8 

芥蓝 0.7～1.2 0.2～0.5   0.3～0.7 

芦笋 2.2～2.7 0.8～1.3   1.0～1.5 

西葫芦 1.9～2.4 0.5～1.0   0.5～1.0 

洋葱 0.7～1.2    0.5       0.5 

苗床土的消毒方法主要有：蒸汽消毒法、高锰酸钾消毒法、福尔马林消毒法、溴甲烷消毒法、氯化

苦消毒法、次氯酸钠或次氯酸钙消毒法、代森锌混合制剂消毒法、百菌清消毒法等。注意：应根据不同

育苗基质的特性来选择消毒方法。另外，对重复使用的育苗器具，先用 300倍液福尔马林或 0.1 %高锰

酸钾溶液进行喷淋或浸泡消毒，再用清水漂洗干净。育苗棚消毒也是预防苗期病害的关键环节，消毒前，

先把育苗棚、育苗池、工具及进排管道刷洗干净，然后各育苗池放满水，泼洒浓度为 20 mg/kg 的漂粉

精，所有地坪，用消毒水泼洒。然后把育苗棚紧闭，待第二天后冲洗干净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