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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在温室大棚 

蔬菜种植中的应用研究 

陈修彦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人民政府  山东菏泽  274918 

摘  要：生物反应堆将秸秆资源转化为蔬菜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养料，促进蔬菜的生长发育，生产出健康､绿色､无公害蔬菜，利于我国资源

向环境友好型构建｡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无公害蔬菜发展，充分利用好农作物秸秆这一有效资源，引进温室大棚秸秆生物反应堆蔬菜种植技术，

以普通起垄栽培技术作为对照，进行对比试验研究｡本研究所利用的玉米秸秆反应堆技术可明显提高温室棚内的气温与地温，同时对蔬菜叶

片数､株高也有促进作用，使采收日期提前，进而提高产量｡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一条新路径，既解决了农作物

秸秆资源浪费的问题，又能保护环境，利于农业循环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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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秤生物反应堆技术是利用微生物分解作物秸杆过程中释放

作物生长所需的热量、CO，、无机和有机养分并改善作物根际环境

的生态农业创新技术，此项技术应用在温室辣椒等作物生产上，能

够取得较好的收益。作物秸杆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有机碳平均

在 40%以上，氮、磷、钾平均含量分别为 0.62%、，0.25%和 1.44%，

还含有钙、镁、铁、硫、硅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农作物生长必须

的营养元素，其资源利用潜力很大。秸杆生物反应堆技术是一项全

新概念的农业增产、提质、增效的新技术，为确切了解该技术在保

护地蔬菜上的应用效果，为其今后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依据，宁夏

园艺总站于 2013 年以来，在彭阳县红茹河流域温室辣椒上进行了

应用试验研究，通过棚室辣椒试验田与对照田各项试验指标对比，

证明秸杆生物反应堆技术在温室辣椒上的应用是可行的，并且可以

大面积推广应用。 

1 设施蔬菜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 

1.1 设施蔬菜秸秆反应堆技术原理 

设施蔬菜秸秆反应堆技术就是采用生物技术方法，将玉米秸秆

转化为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有机质､ 二氧化碳､ 矿物质和热量等，有

效的改善了土壤的理化性状，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提高了耕

地地力｡ 秸秆反应堆生物技术，是一项能够有效解决设施蔬菜土壤

连作障碍､ 提高蔬菜产量､ 改善蔬菜品质的创新栽培技术｡ 该项

技术的实施，可加快农业生产要素的有效转化，使农业资源多层次

充分再利用，农业生态进入良性循环｡  

1.2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具体做法 

（1）开沟：挖宽 30~40cm，深 25~30cm 的作业沟｡ （2）铺玉

米秸秆：每沟铺满秸秆，要铺匀踩实，高出地面 5cm，沟的两端露

出秸秆 10cm，秸秆的用量一般为铺一亩地大约用 4 亩地的玉米秸

秆｡ （3）撒菌种和活化剂：将含有多种益生菌的菌种和活化剂均

匀混合，均匀撒到铺好的秸秆上，然后用铁锹拍一拍秸秆表面，每

亩用菌种 6kg｡ （4）覆土和浇水：撒完菌种后，在秸秆上覆土

20~25cm，然后浇大水，使秸秆吸足水分，在浇水时禁止随水使用

杀菌剂｡  

1.3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的好处 

（1）经试验示范表明：秸秆反应堆技术可提高地温 3~4℃，提

高棚温 2~3℃｡ （2）秸秆分解后产生了二氧化碳，增加了设施蔬菜

大棚内的二氧化碳浓度｡ （3）秸秆腐烂后，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和

矿物质，增极了土壤肥力｡（4）增加了农作物产量，大约增加 20%，

同时农作物品质得到改善，从而增加了作物的亩产量，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有所提高｡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材料 

供试作物为瓦力甘蓝，选择生长期较短､ 耐寒且抗病性强，并

具有较好的商品性早熟品种，甘蓝品种购自寿光良种引进服务中心

｡ 菌种为苏云金芽孢杆菌，购自山东中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2 仪器 

温度传感测定器，二氧化碳便携测定仪｡  

2.3 试验设计 

试验设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天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温室大

棚进行｡ 大棚规格 30m×16m，采用行下内置式生物反应堆技术｡

试验设置 2 个处理，处理 1 为添加苏云金芽孢杆菌的秸秆生物反应

堆技术；处理 2 为对照（未做秸秆反应堆处理）｡ 试验大棚选用玉

米秸秆､ 菌种､ 农家肥；对照棚施用复合肥｡ 其它管理按常规进行

｡  

2.4 试验方法 

在种植行的位置，按南北方向挖略宽于小行的沟，沟宽为 70cm

､ 深为 25cm，开沟后把准备好的玉米秸秆填入沟内，铺放干秸秆

75t·hm-2，填放秸秆厚度为 30cm，并进行踩实，南北两端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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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露出地面，便于通气｡ 将生物菌剂按 150kg·hm-2 均匀撒在秸

秆上，并用铁锹轻轻拍打秸秆，使菌种能进一步漏入到下层部分，

并覆土整平成畦，覆土厚度达 20cm｡ 覆土后需在反应堆间的沟内

浇水，使水面高度达垄高的 3/4，并有效利用水的渗透作用来充分

湿透反应堆中的秸秆，并要防止水面过高，以免土壤板结进而影响

栽种｡ 于 7d 后进行打孔，并进行通气散热，需间隔 20cm，深度达

秸秆底部；10d 后方可进行移栽定植，定植时仅需要浇缓苗水即可

｡ 其它地田间操作按照普通起垄栽培进行，种植过程中的各种操作

均按常规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对地温的影响 

表 1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对地温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玉米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种植，处理 1 比处理 2

温度高 2.1~3.3℃，处理 1 比处理 2 地温高 2.1~3.5℃，在冬季低温

季节种植能提高气温与地温，为甘蓝生长提供安全可靠的温度环

境，促进甘蓝健康长势｡ 玉米秸秆腐熟产生的大量热量能有效提升

地温｡  

3.2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对甘蓝生长发育的影响 

表 2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对甘蓝生长发育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2 个处理比较，秸秆生物反应堆处理比对照处理

的叶片数增加 4 片，株高增加 0.50m，采收期提前 6d，单重增加 90g

｡ 由此可知，秸秆反应堆技术的应用有效增加了叶片数和株高，同

时也使采收日期提前，甘蓝的单重也增加｡  

3.3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对产量的影响 

表 3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对产量的影响 

 

经核算，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所需菌种 6kg·667m-2，计价 600

元，秸秆 4000kg·667m-2（0.10 元·kg-1），价值 400 元，节约肥

料 200 元，节约农药 200 元，多增加人工 10 个，人工费 300 元，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要比对照增加投入 900 元·667m-2｡ 由表 3

可知，玉米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处理要比对照增产 2050kg，增产率

为 27.37%｡ 按甘蓝市场价 5.50 元·kg-1 计算，可增产值 11275 元，

可增加纯收入 10375 元·667m-2｡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在温室蔬菜栽培中的应用能

有效提高 10cm 处的土壤温度 2.10~3.50℃，温室气温提高 2.10~3.30

℃，有效解决了冬季低温冻害给设施蔬菜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做

到减灾抗灾，增强作物长势，提高作物的抗病力，减少农药和化肥

的使用量，不断改善蔬菜的品质，生产绿色､ 无害蔬菜；有效促进

作物的提早上市；提高产量，增加经济收入｡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

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一条新路径，既解决了农作物秸秆资源

浪费的问题，又保护了生态环境，有利于农业向健康､ 有效､ 循环

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 社会与生态效益｡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推

广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秸秆反应堆技术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秸秆综合利用难的问题，

并进一步控制设施农业土传病害的传播，减少农药的使用量，不断

改善农产品的品质，生产出绿色､ 有机､ 无公害产品｡ 秸秆生物反

应堆技术促进了资源循环增值利用及对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转化，

进一步实现生态保护､ 生态改良与农作物高效生产的有机结合，为

农业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本项技术所利用的玉米秸秆可快

速转化为农作物生长所需的热量､ 二氧化碳､ 有机和无机养料，达

到改良土壤､ 防治根病､ 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提高作物光合效率

的目的，进而获得高产､ 优质､ 早熟的蔬菜产品，对我国的设施蔬

菜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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