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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基质繁殖生产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

作等；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获得了以下项目支持：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项目

“苏南水网地区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创新（项目编号 CX(11)3038）”；江苏省财政厅江

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项目“江苏省苏南规模种养业废弃物原位资源化循环利

用模式创新（项目编号 CX(12)4033）”；苏州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利用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开发农用基质的研究项目编号 SNG201349”；苏州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采用

工农业废弃物开发无土草坪卷的研究 SNG2018086”。

2. 起草单位与协作单位

苏州市农业科学院为本技术规程的主要编制单位。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给予本

标准试验示范的指导和协助。

3. 主要起草人

周新伟、金梅娟、尤伟忠、沈园、王海候、李寿田、施林林、陶玥玥、董林林、

陆长婴。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 标准化对象的特征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基质进行无土繁殖、生产草坪。主要内容规定了草坪无土繁殖、

生产的术语和定义、要求。

2. 标准化对象的基本情况

现有的 GB/T 19535.1规定了城市绿地草坪建植技术的规程，适用于绿化土壤上建

植草坪，并不适用于草坪的基质、无土栽培，也不适用于繁殖生产草坪。传统的草坪

卷生产在草坪收获时由于铲走一层土壤，不仅增加草坪卷的质量及运输费用，也带走

了营养肥沃的表层土壤，破坏了原有土壤的理化性质及土层结构。而无土栽培草坪具

有节约土地、省肥省水、病虫害发生少、成坪时间短，质量轻，可修剪成任何形状，

起运方便，用途广泛等特点，因此，无土基质草坪卷的生产是未来草坪生产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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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草坪无土栽培基质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方向主要是利用工农业废弃物生产无

土栽培有机基质，如泥炭、椰子纤维、堆置树皮、锯末屑、蔗糖、炭化稻壳、菇渣、

芦苇沫、腐殖质、洋麻纤维等。由于这些有机基质具有孔隙度高，固氮能力强，保水

保肥性能好，微生物活性强等优点，因此成为了草坪草无土栽培基质主要原料。例如

Hensler K 采用洋麻纤维作为基质进行暖季型无土草坪栽培，Shbata M等人以腐烂的

树皮或泥炭为主要成分作为草坪草无土栽培基质。与此相对，无机基质如泡沫塑料、

玻璃纤维等一般很少含有营养元素，植物所需养分完全靠营养液供给，应用和管理成

本相对较高，不适宜大面积推广应用。但由于有机基质的理化性状变化较大，稳定性

相对较差，容易造成草坪凹凸不平，将有机基质和无机基质进行混合使用可扬长避短，

且在水、气、肥协调方面优于单一的无机或有机基质，所以利用混合基质进行草坪栽

培成为了国外草坪栽培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在草坪草无土栽培基质方面的研究起

步相对较晚，针对草坪生产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以珍珠岩、锯末、煤渣、

无纺织物、生活垃圾等材料为基质，进行了草坪无土栽培研究。结果证明，与有土草

坪相比无土草坪具有实用范围广、节约耕地、有效防止病虫害及杂草、便于运输等优

点。但是无土草坪还存在着生产技术不过关、生产成本高等缺点。目前我国草坪无土

栽培基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机基质、无机基质及混合基质 3个方面。当前，草坪无

土栽培的研究、发展趋势主要在，基质的结构研究、基质生产新工艺、基质栽培中根

际营养的研究、基质的水肥管理技术、经济环保型基质研究开发、草坪草无土栽培的

标准等。

3. 目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广大地区生产、繁殖草坪 90%以上都是在耕地上进行，如南方的稻-麦

田，北方的稻-玉米轮作田，由于其经济价值高于粮食作物，目前处于与人争地、与粮

争地的状态。我国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日益加强，“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必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耕地关系十几亿人吃饭的

大事。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

事。因此，改变传统既有的耕地草坪生产方式，寻求既不破坏耕地又集约、节约用地，

高效环保、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成为现代草坪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有的 GB/T 19535.1规定了城市绿地草坪建植技术的规程，适用于绿化土壤及耕

地上建植草坪，并不适用于草坪的无土、基质栽培，也不适用于繁殖生产草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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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草坪基质繁殖、生产的标准，将对促进草坪无土繁殖、耕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苏州市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已经研究开发了草坪无土、基质繁殖、生产的技术成果，

并在江苏省内推广应用，但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对于技术的应用与进一步推广不利。

4. 上级标准的有关情况

本标准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现有涉及草坪及草坪繁殖生产、栽

培、建植的标准主要有 GB/T 18247.7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 7 部分：草坪及 GB/T

19535.1 城市绿地草坪建植与管理技术规程 第 1部分：城市绿地草坪建植技术规程。

其中 GB/T 18247.7规定了主要草坪的质量等级划分原则及控制指标，同时规定了常见

的草坪产品等级。GB/T 19535.1规定了城市绿地草坪建植技术的规程，适用于绿化土

壤、耕地上建植草坪，并不适用于草坪的基质、无土栽培，也不适用于繁殖生产草坪。

目前缺乏草坪无土、基质繁殖生产的技术标准。

本标准区别于以上二个标准的特征，一是适用于采用工农业废弃物发酵制成的基

质为栽培介质，进行草坪的基质、无土栽培；二是适用于繁殖、生产草坪，可实现一

年连续多茬种植、收获。本标准的起草将引用以上二个标准，分别是 GB/T 18247.7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 7部分：草坪；GB/T 19535.1 城市绿地草坪建植与管理技术规

程 第 1部分：城市绿地草坪建植技术规程。

5. 本标准的作用和意义

本项目的草坪无土繁殖生产技术标准具有以下意义，一是利于保护耕地。基质栽

培是一种无土栽培方法，可在闲置水泥地、盐碱地、石山地、废弃厂矿、城市楼房平

台等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等非耕地上种植，避免了与粮争地。基质栽培也可以实现工

厂化、立体生产，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小，温度、光照和湿度等均可进行人工调控，

周年可进行生产，这样有利于缩短草坪卷的成卷时间，提高复种指数，从而获得较高

的产量，如建一个 667 m2的工厂，即温室大棚进行立体培育草坪卷，每茬按三层立体

培育算（甚至可设计达到五层），除去空隙和通道等占的空间，一茬可培育出 1200 m2

左右草坪卷，一年可生产至少 8茬，年总产量为 9600 m2，而一块 667 m2的土地一茬

则只能土培生产 667 m2草坪，露地生产草坪按 2 茬/年计算，年总产量仅为 1334 m2

左右，因而工厂化生产是露地生产草坪的 7倍以上。二是充分利用了农村有机废弃物，

减少面源污染。在我国每年可产生 6.5×108吨农作物秸秆，城市污泥 0.2×108吨，食用

菌废料 0.1×108吨。目前这些废弃物的利用率很低，这些废料要么随地堆积，要么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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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掉，这既浪费了资源，又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利用它们开发草坪基质，可以

变废为宝。三是无土基质无杂草子、极少含有土传病菌、虫卵，可减少对草坪施用刹

虫剂、刹菌剂、除草剂，从而避免因草坪生产和移植造成对环境的污染。

目前在室外种植百慕大草坪，平均一年可以种植 2.5茬，基质栽培与农田种植生

育期一致。按 2020年平均销售价 3.2元/m2计算，在非耕地上采用基质栽培，纯收入

达 5200元/（亩·年），而在耕地上种植的纯收入达 3200元/（亩·年），基质栽培比耕地

种植提高收入 2000元/（亩·年），增幅达 62.5%。基质栽培可以保护耕地，免遭耕层

破坏。基质栽培中每使用 1吨草坪基质，将消耗约 2吨农业、农村废弃物（如畜禽粪

便、秸秆、木屑等），具有很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我国的草坪业近十年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我国 500个

城市草坪面积已达 1亿 hm2以上，而且正以每年上千万 hm2的速度递增，草坪生产、

繁殖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另一方面，我国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日益加强，“十九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必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耕地关系十几亿人吃饭的大事。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改变传统既有的耕地草坪生产方式，寻求既不破

坏耕地又集约、节约用地，高效环保、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成为现代草坪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主要针对当前草坪的基质、无土繁殖生产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而制订的。

其工作过程主要包括 5个步骤：（1）开展草坪生产的现状，技术、标准现状调研；（2）

分析前人研究结果，制订试验方案；（3）开展田间定位试验，提炼标准要点；（4）开

展生产验证试验，核验标准参数；（5）进行示范推广，起草并完善标准参数。

1. 资料收集

通过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文献调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分析方法，收集草坪

基质繁殖生产的技术现状、知识产权、国家及地方标准，为项目组技术研究及本标准

起草奠定基础。

2. 分析调研

项目组通过调研，在江苏苏南地区对比了典型农田耕地（传统方式）及基质繁殖、

生产草坪的技术、经济、生态效益的区别，以及与国家对相关行业发展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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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综合认为草坪的基质繁殖生产技术明显优于典型农田耕地生产，具体表现在，

草坪的基质繁殖生产不占用耕地，可实现无土繁殖，可以闲置水泥地、盐碱地、石山

地、废弃厂矿、城市楼房平台等的旱地等非耕地上种植，避免了与粮争地。在露地生

产时平均达 2-3茬/年，与耕地生产茬数相同。基质生产可大量消耗畜禽粪便、秸秆、

木屑等农村废弃物，是一项资源循环型产业。基质生产草坪的经济效益比耕地生产高

2000元/（亩·年），因而草坪的基质繁殖生产是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制定技术标准具

有重要意义。

3. 试验验证

2018-2020年在苏州常熟市辛庄镇进行二种方式的草坪基质繁殖试验，试验在一

路边闲置地面非耕地进行，地面为露地硬土层。基质采用牛粪、稻壳、木屑为发酵原

料，经腐熟后应用。在地面铺植基质 10 cm，于 4月 6日种植百慕大，按土地面积：

母本草坪 6:1铺植，采用草皮切成小块的铺植法繁殖，对照为耕地内生产，种植、管

理方式等均与基质繁殖一致。结果表明，二种繁殖方式在 7月 15日、10月 21日均可

收获、出售第 1、2茬，次年 3月均可收获、出售第 3茬，产量没有差异。二种繁殖

方式的草坪质量见表 1、2，表中单位面积鲜重、干重，基质繁殖优于耕地繁殖，达显

著差异（p<0.05），分蘖密度耕地优于基质繁殖，达显著差异（p<0.05）（p<0.05），其

他指标均无显著差异（p>0.05）。目测评分值见表 2，表明二种方法基本没有差异。

表 1 百慕大二种不同繁殖方式生长指标

繁殖方式 覆盖率（%）
相对叶绿

素值

单位面积分

蘖密度

单位面积鲜

重（g）

单位面积草干

重（g）

质地（叶宽

mm）

基质繁殖 98.6a 0.353a 281b 6.74a 3.45a 1.47a

耕地繁殖 99.6a 0.347a 310a 3.72b 1.39b 1.49a

表 2 百慕大二种不同繁殖方式观察评分表

繁殖方式 枝条密度 细致度 颜色 均一性 抗逆性 分蘖性 盖度 出苗势

基质繁殖 85 0.50 1.6 9 0.15 6 95 90

耕地繁殖 80 0.50 1.6 9 0.15 6 95 90

4. 技术经济论证

目前在室外种植百慕大草坪，平均一年可以种植 2.5茬，基质栽培与农田种植生

育期一致。按 2020年平均销售价 3.2元/m2计算，在非耕地上采用基质栽培，纯收入

达 5200元/（亩·年），而在耕地上种植的纯收入达 3200元/（亩·年），基质栽培比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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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提高收入 2000元/（亩·年），增幅达 62.5%。基质栽培可以保护耕地，免遭耕层

破坏。基质栽培中每使用 1吨草坪基质，将消耗约 2吨农业、农村废弃物（如畜禽粪

便、秸秆、木屑等），具有很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5. 预期经济效果

按照 2019年江苏省新增绿地面积 4800公顷，并按此作为常年新增面积计算，全

省每年可减少占地耕地，可增收稻谷 13824吨/年，每年全省净增收粮食效益 1152万

元。全省每年可消耗农业、农村废弃物如畜禽粪便、秸秆、木屑等 153.62万 m3，按

每吨固体废弃物需处理费用 500元/吨计，可节约处理成本 76800.384万元/年。预计全

年新增合计 77952.384万元（表 3）。

表 3 江苏省每年新增效益估算（万元）

新增项目 新增效益

粮食生产净效益 1152

节约固废处理成本 76800.384

新增合计 77952.384

6. 草拟文本

项目组于 2020年在分析研究大量文献、标准，结合自己田间定位试验的上，提

炼标准要点，明确了主要关键技术要点，起草标准草案。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1）关于标准中草坪各类的涉及范围。根据绿化生产实践中，主要针对我国抬

长江流域应用最为广泛的主流草坪种，即单一草坪中的暖季型草坪如狗牙根属、结缕

草属等，混播草坪中的暖季型草坪+冷季型草坪，如百慕大+黑麦草或百慕大+高羊茅

等；

（2）关于草坪种植方式。选择目前生产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草皮铺植法繁殖、

移栽法繁殖、播茎法繁殖、种子直播繁殖；暖季型草坪以草皮铺植法繁殖、移栽法繁

殖为主，混合型草坪以在暖季型草坪中直播冷季型草坪种子为主；

（3）基质的选择。根据项目组的试验验证，结合现有标准，使用绿化用基质，

GB/T 33891-2017的要求较为合适；

（4）草皮铺植法繁殖、移栽法繁殖、播茎法繁殖、种子直播繁殖的用量。根据

江苏省苏州市、镇江市草坪主产区 30-40年的草坪生产经验及相关技术文献，及项目

组的试验验证，暖季型草坪的草皮铺植法繁殖、移栽法繁殖母本草皮面积按 5:1至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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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播茎法繁殖按 1 m2草坪剪取的茎段用于 5-10 m2的生产面积，这些方法最为

经济、高产、高效，并有利于江苏及长江流域地区的温光资源利用；

（5）草坪收获的质量标准及收获季节。根据现有草坪国家标准“GB/T

18247.7-2000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 7 部分：草坪”，收获季节根据江苏草坪市场需

求规律、适宜移栽期进行合理设置。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六、采标情况

无。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要加强其宣传与知识培训，促进其推广，使广大草坪繁育、生产单位充分认识到

实施本标准的重要意义，尽快掌握、运用本标准，积极引导农民按标准要求进行规范

化繁殖与生产，尽可能使草坪繁殖生产不破坏耕地，保护环境。同时，加大实施本标

准的执法力度，依据本标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对草坪繁殖生产方式进

行监督检查。

八、预期效益分析

目前在室外种植百慕大草坪，平均一年可以种植 2.5茬，基质栽培与农田种植生

育期一致。按 2020年平均销售价 3.2元/m2计算，在非耕地上采用基质栽培，纯收入

达 5200元/（亩·年），而在耕地上种植的纯收入达 3200元/（亩·年），基质栽培比耕地

种植提高收入 2000元/（亩·年），增幅达 62.5%。基质栽培可以保护耕地，免遭耕层

破坏。基质栽培中每使用 1吨草坪基质，将消耗约 2吨农业、农村废弃物（如畜禽粪

便、秸秆、木屑等），具有很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