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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可降解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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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薯覆膜栽培技术能有效解决甘薯生产过程中有效积温不足及季节性干旱等问题。各甘薯种植区通过应用各类

覆盖栽培技术均达到了提高产量的目的，但传统地膜的覆盖与回收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也造成了土壤中残留物增加，污染农

田。近年来国家提倡使用甘薯可降解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可以有效控制杂草、节水保墒、降低农化产品使用及残留，是甘薯绿

色、高产、高效生产的新模式。对甘薯各类覆盖模式的优劣势进行了系统阐释，并对甘薯可降解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研究提出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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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是我国四大粮食作物之一，具有低投入、

低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可作为优异的保健食品、工

业原料、新能源作物。近几年甘薯产业迅速发展，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报告，2016 年我国甘

薯鲜薯产量约占世界甘薯总产量的 67%，是世界上

最大的甘薯生产国 [1-2]。研究表明，甘薯种植中，合

理利用地膜覆盖可显著改善农田土壤的水热条件，

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抑制膜下杂草生长，促进薯苗生

根，提高薯块干物质积累效率。随着国家甘薯体系

的不断研究与推广，甘薯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应用面

积迅速扩大，对甘薯生产提质增产成果显著 [3-5]。据

统计 [6]，2012 年地膜覆盖对全国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率达 45.5%。虽然地膜覆盖技术的兴起为传统农业

技术革新提供了物质保障，但同时地膜残留量逐年

增加，也使农业环境压力逐年增大。普通聚乙烯地

膜的高分子聚合性，使其难以在土壤中自然降解，造

成“白色污染”和土壤板结，严重阻碍了我国甘薯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7]。近年来出现的绿色可降解地膜，

在自然环境下可通过微生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不仅起到普通聚乙烯地膜增温保墒的作用，也显著

降低了农业地膜残留量，有效减缓了农业污染给生

态环境带来的压力 [8]。本文旨在通过对可降解地膜

覆盖技术在甘薯生产中的应用利弊加以阐述，为甘

薯绿色覆盖栽培技术提供理论基础，并加以展望。

1　甘薯覆膜栽培的作用效果
1.1　甘薯覆膜栽培的节水效应　在我国北方甘薯

种植区，干旱胁迫是造成农作物产量损失的首要非

生物胁迫因素，生态需水量占甘薯生长总需水量的

60%~70%[9]。研究表明 [10]，地膜覆盖可以有效降低

作物的生态需水。其机理是覆盖物与土壤表面形成

一个半封闭系统，大幅降低了水分渗漏。

当甘薯植株生长至封垄时期后，植株蒸腾代替

地表蒸腾，成为水分耗散的主要途径，而覆膜栽培改

变水热条件，有效抑制了株间蒸发，使土壤保水保墒

效果大幅提高。研究发现 [11]，地膜覆盖处理灌溉量

显著低于对照，覆膜栽培可较常规栽培节水 17%，

可有效提高水分利用率，实现节水栽培。

1.2　甘薯覆膜栽培对土壤的增温效应　表层土壤

是甘薯根系分布的主要环境，也是与大气环境进行

热量交换的界面，土壤表面的温度稳定对甘薯根系

及植株正常生长至关重要。覆膜栽培有效降低了潜

热交换水平，起到了保温、增温的效果 [12]。研究表

明，覆膜栽培可有效减少反射和气化对太阳辐射的

耗散，大幅提高根区温度，提高土壤有效积温，促进

甘薯幼苗根系早发。刘莉莎等 [13] 研究表明，覆盖黑

膜处理及透明膜处理均可以提高甘薯茎粗、茎长、基

部分枝数，最终鲜薯产量及薯干产量均显著优于对

照。兰孟焦等 [14] 研究结果表明，透明膜、黑膜覆盖

处理下，垄内不同层次地温均比不覆膜处理高；距离

垄面越近的土层，覆膜后温度增加得越多；随着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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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地膜覆盖增温效应减弱。

1.3　甘薯覆膜栽培的增产及集约化生产效果　由

于覆膜对土壤的增温效应，导致膜下温度迅速升高

至薯苗生长发育的最适温度，且地膜覆盖的保水作

用有效促进了薯苗不定根的形成，有利于薯苗栽植

后产生更多的块根，大幅提高了甘薯产量及相关性

状 [15]。刘亚军等 [16] 研究表明，不同地膜覆盖均能

显著提高甘薯产量及商品率，比常规对照产量增幅

6.17%~49.90%，商品率增幅 3.53%~18.50%。由此

可见，甘薯覆膜栽培为土壤提供了一层保护膜，减轻

了土壤积肥料的淋溶作用，显著提高了薯田肥水利

用效率，为目前所提倡的高产高效生产方式。

1.4　甘薯覆膜栽培抑制杂草生长　田间杂草防治

历来是甘薯栽培生产中一大难题，据统计 [17-18]，每

年因草害引起的减产幅度达 5%~50%，因此，轻简有

效的田间防草方法，能有效提高甘薯产量及产出效

率。陈一兵等 [19] 研究显示，覆膜改变了杂草的生存

空间，显著抑制了杂草的发生且避免了一些恶性杂

草的爆发；刘亚军等 [16] 研究表明，除草剂和地膜覆

盖配套栽培在甘薯常见杂草控制方面起到一定作

用。不同除草剂和地膜配套使用时，防草效果显著，

其中 50% 乙草胺配合黑色地膜效果最好，这可能是

由于黑膜聚集热量能力高于其他地膜处理，与 50%
乙草胺发生化学反应后，防草效果显著优于其他 
处理。

2　甘薯覆膜栽培的缺陷
2.1　甘薯覆膜栽培导致土壤肥力减退　覆膜栽培

会形成与常规露天栽培不同的膜下环境，导致土壤

理化性质及生物学性状发生改变。研究表明 [20]，多

年连作栽培后，覆膜栽培与常规对照相比，土壤有机

质平均下降 10.2%，全氮平均下降 0.8%。这是由于

覆膜栽培的增温保墒效应使得作物根际环境改善，

土壤中微生物活性增加，土壤有机质矿化加快，短期

内作物产量升高，但长期耕种会使得地力耗竭，作物

脱肥。李利利等 [21] 研究表明，与常规对照相比，覆

膜栽培显著降低了 0~40cm 土层内有机碳的含量， 
C 平均降低 6.1~74.5 mg/kg。
2.2　裂解周期较长，无法追肥　甘薯传统覆膜栽培

中，后期进行追肥较为困难。研究表明 [22-23]，覆盖

地膜后，土壤中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使得对生物有

害的过氧化氢无法及时降解，毒害生物，加之前期

作物徒长，覆膜栽培无法追肥，因此会发生脱氮早

衰现象。近年来出现的有机肥或缓控释肥可一次施

肥，满足部分作物整个生育期的营养需求，实现省工 
增产。

2.3　降解困难，造成生态危害　甘薯覆盖栽培中所

用地膜大多以聚乙烯为主，属于较为稳定的高分子

聚合物，在土壤中长期积聚会形成断层，导致根茎肥

水利用率降低，影响薯苗不定根生长发育，最终导致

产量降低。张丹等 [24] 对华北地区地膜残留的研究表

明，土壤耕层地膜残留分布范围为 0.2~82.2kg/hm2， 
均值为 26.8kg/hm2，农用地膜残留量逐年增加，对土

壤根际环境的损害严重，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威

胁巨大。

2.4　投入增加，回收费用高昂　传统覆膜栽培中，

地膜的铺设及回收都需要人工操作，增加了人力和

经济成本。据统计 [25]，传统 PE 膜每 hm2 材料成本

为 1260 元，其中铺设及回收成本约占 50% 以上，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种植户的收入，且回收后分解为乙

烯，清洗再利用，技术成本较高。随着全国农业机械

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可降解地膜的逐渐普及，甘薯覆

膜栽培成本大大降低。

3　可降解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优势
3.1　增加土壤肥力，促进甘薯生长　可降解地膜是

为减少农田污染而产生的新型地膜，由于其加工原

材料主要为玉米秸秆，可在作物时期内经微生物充

分降解。李仙岳等 [26] 研究表明，可降解地膜处理后，

土壤内硝态氮含量相较无膜处理提高了 22.01%，氮

肥淋失率下降了 2.26%，促生长效果与普通 PE 地膜

差异不显著。同时由于甘薯生长中后期处于北方高

温多雨季节，土壤透气性降低影响地下薯块的生长

发育，可降解地膜的适时降解，显著提高了土壤透气

性，对薯块膨大及干物质积累起到积极作用 [27]。

可降解地膜显著提高了土壤内硝态氮的含量，

促进了土壤内微生物的活动，同时符合甘薯生长的

生理性需求，适时裂解，结合传统覆盖栽培和地膜栽

培的优势，增温保墒，促进甘薯生长。

3.2　降解残留量降低，减少污染　相较于传统 PE
地膜，可降解地膜具有降解速度快、残留量低的特

点。韩文贺等 [28] 研究表明，与聚乙烯地膜相比，连

续 4 年应用双降解地膜，薯田 0~30 cm 耕层中残膜

含量减少 51%，差异极显著。赵桂涛等 [29] 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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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降解地膜 50~170d 时即开始裂解，且甘薯收货后

残膜量较低。以双降解膜、全生物降解膜为代表的

绿色地膜在作物生物后期机械性能大幅下降，降低

了旋耕等农事操作将其带入深层土壤中的概率，并

降低了捡拾地膜的人力投入，起到了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兼顾的效果。

4　 甘薯可降解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中有待探

明的问题及展望
关于甘薯可降解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对薯苗生

长发育及最终产量的影响，前人在不同甘薯栽植区

域做了诸多研究，但结果不尽相同，这可能是由于可

降解地膜的种类不同，以及种植区气候差异导致覆

盖物机械性质出现差异的原因。可降解地膜基本具

备了聚乙烯地膜的功能和较好的降解性能，是防治

地膜污染的一个有效途径，符合现代农业提倡绿色

高产高效的趋势，但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1）可降解地膜在不同气候甘薯栽植区域内理

化性质的变化。深入研究气候差异导致地膜裂解期、

保水保墒效果发生变化的机理，为不同地域选择最

适覆盖材料提供方案。且可降解地膜生产质量参差

不齐，个别产品存在易断裂、机械强度较差、难以上

机等问题，生产质量亟待提高。

（2）可降解地膜覆盖提高土壤肥力机理。从植

物营养学角度出发，研究可降解地膜对土壤内有机

质及各类大量元素含量的影响，并根据甘薯植株生

长的需肥规律使用适宜的缓释肥，研究肥料缓释减

施技术和机理。

（3）可降解地膜对甘薯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以

优质高产为前提，深入研究绿色覆盖栽培技术对甘

薯产量、薯形、口味、商品率及种植户投入产出比的

影响，为甘薯优质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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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食用豆种业“十四五”发展研究报告
季　良 1　彭　琳 1　孙广平 2　徐新年 3

（1 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乌鲁木齐综合试验站，乌鲁木齐 830091；
2 新疆布尔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布尔津 836600；3 新疆富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富蕴 836100）

摘要：新疆食用豆是鹰嘴豆、豌豆、芸豆、绿豆、蚕豆、豇豆等一大类豆类作物的总称，“十三五”期间新疆食用豆种业处于科

研单位少量制种，产区农户相互串换的粗放状态。“十四五”期间随着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目录的进一步完善，新疆食

用豆种业将走上科研单位生产原原种、种业企业生产栽培种、生产单位和农户应用良种的良性发展轨道，从而促进新疆食用豆

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食用豆；种业；研究报告

新疆食用豆主要包含鹰嘴豆、豌豆、芸豆、绿

豆、蚕豆、豇豆等一大类豆类作物，这些作物较禾谷

类作物，具有蛋白质含量高、营养元素丰富、特定功

效显著的特点，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大众营养水

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我国社会经济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食用豆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十三五”

期间新疆食用豆种植面积 5.333 万 ~5.666 万 hm2，

“十四五”期间新疆食用豆种植面积预计略有增加，

但由于缺少种业企业的支撑，新疆食用豆种业长期

处于简单粗放的原始状态。本文通过回顾过去、分

析现在和展望未来，试图找到新疆食用豆种业的发

展之路，以求破解新疆食用豆种业的发展迷局，为新

疆食用豆种业发展指明方向。

1　 “十三五”期间新疆食用豆种业发展成效

与经验总结
1.1　主要成效　新疆食用豆主要包含鹰嘴豆、

豌豆、芸豆、绿豆、蚕豆、豇豆等一大类豆类作物，

其中，蔬菜型的豇豆（鲜食型，学名长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subsp.Sesquipedalis）作为人们基本生活

需求，广泛种植，既有种子生产，又有种子销售，是

新疆食用豆种业中发展情况最好的一种豆类，销售

商基本以每袋 20~30g 的小袋包装进行市场销售，

菜农购置种子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但作为干籽粒用

途的豇豆（干籽粒型，学名短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subsp.cylindrica），如鹰嘴豆、豌豆、芸豆、绿豆、蚕

豆，由于种植区域性特别强和产业规模偏小等方面

的原因，尚没有种业企业介入进行种子的生产和销

售。其中蚕豆需要 1500m 以上高海拔气候条件进

行制种，而新疆平原农区基本不具备这种生产条件，
基金项目：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CARS-08-Z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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