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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无土栽培中使用的泥炭酸性较强，不适合绝大多数花卉生长这一特点，通过在泥炭中加入不

同粒径的白云质石灰石，在 25℃±3℃的恒温培养箱中进行培养，测定泥炭 pH的变化，从而研究白云质石灰石对

泥炭 pH调节的效果及 pH与石粉粒径的关系。结果表明，泥炭的 pH变化主要发生在前 5天，到 15天后基本达

到稳定状态。并且当石灰石粉的粒径为 A：Φ<0.01 mm时，泥炭的 pHH2O为 6.00，pHKCl为 5.80，达到了比较适

合花卉生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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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和媒介，也是无土栽培

技术的关键，因此在花卉产业迅猛发展、无土栽培

技术大量应用的今天，对栽培基质的研究就成为这

一领域的重要课题[1]。目前，对于基质物理特性及

这些特性对植物生长影响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而基

质化学性质方面则研究较少[2~6]。基质 pH作为基质
化学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

过酸或过碱都不利于植物生长[7]。大多数花卉要求

基质 pH在 5.8 ~ 6.2之间[8]。目前栽培基质的主要成

分为泥炭，但泥炭 pH 普遍较低，一般在 3.0 ~ 5.0
之间，所以为了满足花卉植物生长，需要对其 pH
进行调节。 
目前，对于 pH 的调节，在自然土壤上研究的

比较多[9~12]，尤其是对南方的酸性红壤研究的更多，

并且主要是施用石灰进行调节。借助于对土壤 pH 
 

调节的经验，现在国内外对基质 pH 的调节进行了
一些研究，但实验时间较短，主要针对于育苗基质，

且没有研究调节过程中潜性酸的变化情况[13~16]。本

研究通过在泥炭中加入不同粒径的白云质石灰石，

定期用 H2O和 1.0 mol/L KCl浸提方法测定 pH，测
定数据用 DPS（Data Processing System）和 SAS数
据处理软件系统进行分析，以观测白云质石灰石对

泥炭 pH的调节效果及 pH与石粉粒径之间的关系，
从而为基质的生产提供依据。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基质材料：泥炭，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 
 添加材料：白云质石灰石，pH 8.81，其中 CaCO3 
450 g/kg，MgCO3 360 g/kg。 

表 1  泥炭的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peat 

基质名称 体积质量(g/m3) 总孔隙度(%) 田间持水量(%) pHH2O pHKCl 

泥炭 0.26 85.2 202.10 3.26 3.01 
 
1.2  试验方法 

本试验于 2003年 10月在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
环境学院实验室中进行。白云质石灰石用量为 6 
kg/m3，粒径为：A：Φ<0.01 mm；B：0.01 mm <Φ<0.25 
mm；C：0.25 mm <Φ<0.50 mm；D：0.50 mm <Φ<1.0 
mm ；E：1.0 mm <Φ< 2.0mm；F：2.0 mm <Φ<3.0 
mm；G：3.0 mm <Φ<5.0 mm；H：1.34 % B + 4.55 % 
C + 12.05 % D + 26.45 % E + 15.32 % F + 40.30 % 

G。 
 具体方法：在泥炭中加入用量为 6 kg/m3、粒径

为 A、B、C、D、E、F、G、H 的白云质石灰石，
充分混合均匀，按一定量装入自封口塑料袋中，加

水至田间持水量，密封，放入 25 ℃ ± 3 ℃的恒温培
养箱中进行培养。于 2、5、10、15、30、60、90、
120天取样，分别用水土比 5:1的 H2O浸提、5:1的
1.0 mol/L KCl浸提，pHS-3B精密 pH计测定基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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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白云质石灰石对泥炭 pH 的调节效果 

 从图 1、图 2中可以看出，泥炭 pH的变化主要
发生在前5天， 其中，pHH2O最高可以到6.03， pHKCl

最高能达到 5.79。在 15天之后，pH的变化逐渐趋
于稳定。这是因为，白云质石灰石加入基质中之后，

其在基质溶液中发生水解反应：      
CaCO3+H2O=Ca2++HCO3

-+OH- 
从而基质溶液中的酸性离子，如 H+等被不断地取

代，这样基质的盐基饱和度不断增高，CO2 不断释

放出来，故基质 pH 相应提高[17]，而泥炭中添加的

白云质石灰石可能在第 15 天左右就已经基本反应
完全，所以泥炭的 pH在 15天后逐渐稳定。 

2.2  泥炭 pH 与白云质石灰石粒径之间的关系 

白云质石灰石的粒径不同，泥炭 pH 升高的幅
度不同。从图 1看出，用 B（0.01 mm <Φ<0.25 mm
粒径）处理的泥炭 pHH2O 升高的幅度最大，pHH2O

升高了 2.85个单位，用 G（3.0 mm <Φ<5.0 mm粒
径）处理的升高幅度最小，pHH2O只升高了 1.18 个
单位；由图 2 可以看出，用 A（Φ<0.01mm 粒径）
处理的泥炭其 pHKCl升高的幅度最大，pHKCl升高了

2.80个单位；用 G（3.0 mm <Φ<5.0 mm粒径）处理
的 pHKCl升高的幅度最小，pHKCl只升高 1.12个单位。
这是因为，石灰石的粒径大小影响其在基质中的溶

解速度，用量相同时，石粉粒径越细，则与基质接

触的面积越大，即反应面积越大，从而能够使基质

的 pH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13]。 
对 15 天后不同粒径处理的 pHH2O进行方差分 

 

表 2  不同粒径影响的差异显著性（LSR 检验） 

Table 2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dolomitic limes different in particle size in effect on pHH2O 

差异显著性        处理 pHH2O 

平均值     a = 0.05              a = 0.01 

B：0.01 mm <Φ<0.25 mm 6.09 a A 

A：Φ<0.01mm 6.00 b B 

C：0.25 mm <Φ<0.50 mm 5.87 c C 

D：0.50 mm <Φ<1.0 mm 5.61 d D 

H：1.34%B+4.55%C+12.05%D+26.45%E+15.32%F+40.30%G 4.95 e E 

E：1.0mm <Φ< 2.0mm 4.92 e E 

F：2.0 mm <Φ<3.0 mm 4.56 f F 

       G：3.0 mm <Φ<5.0 mm 4.41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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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粒径白云质石灰石处理下泥炭的 

pH(水浸提)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Fig. 1  Changes in peat pHH2O treated with dolomitic 

limes different in particl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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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Changes in peat pHKCl treated with dolomitic

limes different in particl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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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通过 F 检验可知，处理间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F=2191.213**），说明白云质石灰石不同粒径对
pHH2O 的影响差异极显著。为比较不同粒径白云质

石灰石对 pHH2O影响程度的大小，对各个粒径水平

进行 Duncan,s新复极差检验，即进行多重比较。 
表 2的统计结果表明，除了 H粒径和 E粒径差

异不显著外，其余 6 个处理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极显
著的水平，并且不同粒径处理对泥炭 pHH2O影响的

大小次序为：B>A>C>D>H>E>F>G。其中，B、A、
C 3 个处理效果较好，使得泥炭的 pHH2O在调节之

后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 
对 15 天后测得的泥炭的 pHKCl进行方差分析，

经 F 检验可知，处理之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F=990.0804**），即不同粒径对 pHKCl的影响差异

极显著(表 3)。 
由表 3 可知，8 个粒径处理相互之间的差异均

达到了极显著的水平。从 pHKCl的平均值可以看出，

各个处理对泥炭 pHKCl 影响的大小次序为：

A>B>C>D>H>E>F>G。并且以 A粒径的调节效果最
好，pHKCl = 5.80，比较适合花卉生长。 

 
表 3  不同粒径影响的差异显著性（LSR 检验） 

Table 3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dolomitic limes different in particle size in effect on pHkcl 

差异显著性      处理 pHKCl 

平均值 a = 0.05                a = 0.01 

A：Φ<0.01mm 5.80 a A 

B：0.01 mm <Φ<0.25 mm 5.70 b B 

C：0.25 mm <Φ<0.50 mm 5.59 c C 

D：0.50 mm <Φ<1.0 mm 5.30 d D 

H：1.34%B+4.55%C+12.05%D+26.45%E+15.32%F+40.30%G 4.66 e E 

E：1.0mm <Φ< 2.0mm 4.51 f F 

F：2.0 mm <Φ<3.0 mm 4.32 g G 

     .G：3.0 mm <Φ<5.0 mm 4.10 h H 
 
 

3  结论 
 
 (1) 用白云质石灰石调节泥炭的 pH时，无论用
H2O浸提还是 1.0 mol/L KCl浸提，pH变化规律基
本一致：变化主要发生在前 5天，15天后基本达到
稳定状态。粒径影响基质 pH 的调节效果。白云质
石灰石粒径越细，pH升高的幅度越大。 

(2) 综合白云质石灰石对活性酸与潜性酸的调
节情况，对于泥炭来说，以 A（Φ<0.01mm 粒径）
调节效果最佳，pHH2O为 6.00，pHKCl为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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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PH IN PEAT 
 

DONG Liang   ZHANG Zhi-guo 
(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good use of peat, which is very low in pH , a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study 
effects of dolomitic lime on peat media. Peat was incubated at 25℃±3℃, and its pH was monitored for a few days. 
Changes in pH of the peat occurred mainly in the first 5 days, and became smaller and small till the 15th day when the 
pH was found stable. When the particle size of dolomitic lime was A: Φ<0.01mm, the peat’s pHH2O was 6.00, and pHKCl 
5.80. 
 Key words   Peat, Dolomitic lime, pH, Potential ac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