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８３８ / ｓｆｓｃ. ２０１６０５０１

腐植酸在水培蔬菜中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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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腐植酸凭借其诸多优点ꎬ 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ꎮ 近年来ꎬ 随着对腐植酸和无机 － 有机营养液的深

入研究ꎬ 一些学者开始将腐植酸这一传统有机肥料用于水培蔬菜栽培中ꎮ 本文介绍了腐植酸生产机理和特征ꎬ 综

述了腐植酸在水培蔬菜中的研究现状ꎬ 并对腐植酸在蔬菜水培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科学问题进行了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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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培中ꎬ 营养液是植株的主要营养来源ꎬ
营养液配置是确保蔬菜正常生长的关键环节和核心

技术ꎮ 目前ꎬ 蔬菜水培中的营养液多使用无机营养

液ꎬ 如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日本园式、 日本山崎等根据蔬菜

的生长发育需求设计的纯无机营养液ꎮ 但近年来ꎬ
为了达到节肥省水ꎬ 生产无公害蔬菜ꎬ 实现低耗、
高产、 高效等目的ꎬ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无机营

养液的基础上ꎬ 添加沼液、 腐植酸等有机肥料制成

了高级无机 －有机营养液ꎬ 将其用于蔬菜水培的研

究中ꎮ 腐植酸不仅具有成本低、 无污染、 抗病虫害

等优点ꎬ 而且凭借自身独特的物理、 生理和化学特

性ꎬ 能够提高养分利用效率ꎬ 提高蔬菜产量和改善

品质ꎮ 因此被认为是蔬菜水培无机 － 有机营养液中

的一种有效的有机添加剂ꎮ 腐植酸类肥料在土壤栽

培领域的研究较多ꎬ 而将腐植酸用于水培尤其是蔬

菜水培领域的基础研究比较少ꎬ 但随着对腐植酸和

无机 －有机营养液的研究不断深入ꎬ 腐植酸在蔬菜

水培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ꎮ 现就近几

年来腐植酸在蔬菜水培中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展望进

行综述ꎬ 为今后蔬菜水培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ꎮ

１　 腐植酸的生产机理和特征

１ １　 腐植酸的生产机理

腐植酸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ＨＡ) 是由动植物残体经

过微生物的分解和合成以及地球化学的一系列过程

形成的由芳香族及其多种官能团构成的天然有机高

分子聚合物[１]ꎮ 按腐植酸的分子量大小和溶解性能

可分为棕腐酸 (又称胡敏酸)、 黑腐酸 (又称真腐

酸) 和黄腐酸 (又称富里酸) 三大类[２]ꎮ 由于其

自身含有复杂的酸基、 羧基、 酚羟基、 醌基等多种

官能团ꎬ 以及少量的氨基酸、 维生素、 酶类和多种

微量元素ꎬ 故可以和各种离子发生吸附、 离子交

换、 络合、 氧化还原等反应ꎬ 以此来改善土壤理化

性质ꎬ 提高养分利用率ꎬ 提高植物光合作用效率ꎬ
改善作物品质[３]ꎮ
１ ２　 腐植酸的基本特征

腐植酸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物理、 生理和化学特

性ꎬ 目前广泛应用于土壤栽培领域ꎮ 与禽畜粪便、
新型有机复合肥等有机肥料相比ꎬ 腐植酸的优势在

于: (１) 提高作物抗旱能力ꎻ (２) 保水保肥能力

强ꎻ (３) 促进作物的呼吸作用ꎻ (４) 增强根系活

力ꎻ (５) 提高作物体内多种酶的活性[４ － ５]ꎮ 同时ꎬ
腐植酸能够有效防治土壤污染ꎬ 与大化肥以及其他

高能耗、 高污染、 高排放行业联手ꎬ 是这些产业转

型升级、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有利途径[３]ꎮ 与尿

素、 磷肥、 复合肥等无机肥料相比ꎬ 腐植酸作为一

种高效的有机肥料ꎬ 不但能改良土壤理化特性ꎬ 促

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ꎬ 而且能提高作物产量和

品质[５ － ６]ꎮ
１ ３　 腐植酸在无土栽培领域的应用

无土栽培中ꎬ 营养液为作物提供水分、 养分和

氧气等ꎬ 只要遵守 “四大平衡” 理论 (营养平衡、
酸碱平衡、 激素平衡和微生物平衡) 配置出适宜的

营养液配方ꎬ 就能保证作物正常生长发育[７]ꎮ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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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 随着腐植酸组分构成和作用机理研究的不断深

入ꎬ 使其在蔬菜水培领域的应用成为可能ꎮ 腐植酸

来源较广ꎬ 可以从土壤中提取获得ꎬ 也可以从低级

煤炭中利用化学方法提取出来ꎬ 煤炭腐植酸在组

成、 构成、 化学性能等诸多方面与土壤腐植酸极其

相似ꎬ 且具有稳定的化学结构[８]ꎮ 将腐植酸这种来

源广、 成本低、 富含多种活性官能团的有机肥料添

加到无机营养液中来实现高产优质生态生产ꎬ 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和较高的经济价值ꎮ 由于目前对无

机 － 有机营养液这一高级营养液配方的研究不多ꎬ
在蔬菜水培领域的推广研究还需要一个过程ꎮ 但是

随着对腐植酸和无机 － 有机营养液的深入研究ꎬ 腐

植酸作为有机添加剂在蔬菜水培领域的研究将越来

越多ꎮ

２　 腐植酸在水培蔬菜中的研究现状

２ １　 无机 －有机营养液在水培蔬菜中的研究

蔬菜水培是将蔬菜根系与营养液直接接触进行

的生产ꎬ 是无土栽培中较为先进的一种栽培技术ꎬ
营养液是植株的主要营养来源ꎬ 水培蔬菜正常生长

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是营养液配置ꎬ 不同的蔬菜

所需的营养液配方不同[９]ꎮ 近年来ꎬ 蔬菜水培有两

种不同的营养液技术并行发展ꎮ 一种是根据植物的

养分需求比例设计而成的纯无机营养液ꎬ 如 Ｈｏａｇ￣
ｌａｎｄ、 日本园式、 日本山崎等著名的营养液配方ꎻ
另一种是在纯无机营养液的基础上ꎬ 添加沼液、 腐

植酸等有机成分制成的高级的无机 － 有机营养

液[７]ꎮ 目前ꎬ 对无机营养液的研究较多ꎬ 对高级的

无机 －有机营养液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ꎮ 与纯无

机营养液相比ꎬ 无机 －有机营养液在降低投资成本、
促进植株生长和改善蔬菜品质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ꎬ
但操作复杂ꎬ 缺少有经验的营养液配方ꎮ 因此ꎬ 选

择优质的有机添加成分和适宜的无机 － 有机营养液

浓度组合是有机水培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ꎮ 目前ꎬ
有机蔬菜水培研究中的有机成分主要有氨基酸和沼

液ꎬ 其中ꎬ 氨基酸种类多ꎬ 使用成本高ꎻ 沼液又极

易出现根系供氧不足和缺铁现象ꎬ 加大了实际操作

的难度ꎬ 这些都不利于蔬菜水培在实际生产中的推

广应用[１０ － １１]ꎮ 因此ꎬ 有不少学者开始探索采用腐植

酸作为蔬菜水培中的有机添加物质ꎮ
２ ２　 腐植酸在水培蔬菜中的研究

２ ２ １　 腐植酸在防治重金属毒害方面的研究

腐植酸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吸附性和氧化还原

作用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ꎬ 也可以和重金属发生络

合来富集和回收重金属ꎬ 被认为是防治和修复污染

土壤ꎬ 提高农业质量的优选材料[１２ － １５]ꎮ 国内最早

将腐植酸用于水培就是为了试图提供一种缓解蔬菜

可食用部分汞含量超标现象的新方法ꎮ 姚爱军

等[１６]在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营养液的基础上ꎬ 分别添加 ３ 种

不同种类但含碳量相同的腐植酸溶液和 ５ 种含汞量

一致的矿物结合态汞ꎬ 来探讨腐植酸对地葵苗植物

活性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腐植酸能有效抑制地葵苗

对汞的吸收ꎬ 不同种类的腐植酸对不同状态的矿物

结合汞的抑制作用有差异ꎮ 李波等[１７] 通过 “密闭

箱中的水培实验” 研究表明ꎬ 腐植酸能俘获大气环

境中的气态汞ꎬ 提高了莴笋苗抵御汞污染的能力ꎮ
２ ２ ２　 腐植酸对蔬菜生长发育的影响

腐植酸能提高根系和地上部分中吲哚乙酸的含

量ꎬ 从而促进整个植株的生长ꎬ 植株新陈代谢的加

快ꎬ 导致根系活力的提高[１８ － １９]ꎮ 周崇峻等[２０] 研究

发现ꎬ 在山崎配方中添加低浓度的腐植酸显著地刺

激了生菜根系的生长ꎬ 而在较高浓度的经验配方Ⅱ
中则不利于生菜根系的生长ꎮ Ｅｌｅｎａ 等[２１] 研究表

明ꎬ 黄瓜根系的生长与三价铁离子还原酶ꎬ 携氢离

子的三磷酸酰胺 (ＡＴＰ) 酶等有密切关系ꎬ 且高浓

度的腐植酸能更大程度地刺激这些酶的活性ꎮ Ｍｏｒａ
等[２２]研究表明ꎬ 在腐植酸处理下ꎬ 根系 ３ 种生物

调节物质 (吲哚乙酸、 乙烯、 一氧化氮) 浓度的增

加对黄瓜幼苗主要根系形态的变化影响不大ꎮ
Ｍｏｒａ 等[２３]为揭示腐植酸刺激作物生长的机理ꎬ

在无机营养液的基础上ꎬ 添加了不同浓度的腐植酸

对黄瓜幼苗进行水培ꎬ 结果表明ꎬ 在腐植酸处理

下ꎬ 黄瓜根系携氢离子的 ＡＴＰ 酶活性提高ꎬ 茎的硝

酸盐含量、 细胞分裂素和聚胺类物质增加ꎬ 地下部

分的硝酸盐含量、 细胞分裂素和聚胺类物质减少ꎬ
黄瓜的茎生长较快ꎮ 另外ꎬ 细胞分裂素的分配与几

种矿质元素在茎和根系的含量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２ ２ ３　 腐植酸对蔬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吴玉美[２４]选取了生菜等 ３ 种典型的食用观赏植

物作为水培研究对象ꎬ 分别采用了 ３ 种不同的营养

液ꎬ 以期获取最经济适用的营养液配方ꎬ 结果表明ꎬ
腐植酸有机复合液肥能有效地提高生菜的生物量ꎮ
周崇峻等[２０]研究表明ꎬ 当山崎配方中添加低浓度腐

植酸 (０ １１６％ ~ ０ ３４８％ ) 的营养液时ꎬ 生菜的产

量和叶绿素的含量获得了大幅度地提高ꎬ 同时也降

低了有机酸的含量ꎬ 改善了生菜的品质ꎻ 而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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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经验配方中ꎬ 除了能降低有机酸的含量外ꎬ
生菜的产量和叶绿素含量都下降ꎬ 不利于生菜的

生长ꎮ

３　 腐植酸在水培蔬菜中的研究展望

腐植酸作为水培蔬菜中重要的有机添加物质ꎬ
对于改善蔬菜品质ꎬ 提高产量具有重要作用ꎬ 也是

有机农业的有益补充ꎬ 为了降低投资成本ꎬ 生产出

低耗、 高产、 优质的蔬菜ꎬ 研究和使用腐植酸势在

必行ꎮ 但水培蔬菜作为一种农业高技术生产形式ꎬ
需要对生产过程精准控制ꎬ 因此需要对添加腐植酸

的营养液管理进行不断的系统科学研究ꎬ 为推广应

用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ꎮ 应着力以下几方面研究:
(１) 用于农业生产领域的腐植酸产品较多ꎬ 根

据化学性质划分ꎬ 主要有酸类 (纯腐植酸、 黄腐酸

等)、 盐类 (腐植酸钠、 腐植酸铵等)、 复合物

(腐植酸尿素、 腐植酸硼镁等) 和泥炭制品[２５]ꎮ 一

般情况下ꎬ 水培蔬菜在弱酸性环境下能正常生长ꎬ
因此选择合适的腐植酸产品ꎬ 充分发挥腐植酸在水

溶液中的生化特性至关重要ꎮ
(２) 不同种类蔬菜在不同生育期对腐植酸需求

规律不同ꎬ 需系统地研究腐植酸浓度对蔬菜生长的

影响ꎬ 获得不同蔬菜高产优质需求的动态腐植酸适

宜添加浓度ꎬ 寻求适宜蔬菜生长的无机营养液和腐

植酸浓度组合ꎬ 制定腐植酸水培蔬菜标准ꎬ 进一步

实现营养液的动态管理ꎮ
(３) 由于水培不受土壤、 微生物、 温度等因素

的影响ꎬ 因此ꎬ 应着力研究腐植酸刺激水培蔬菜根

系生长ꎬ 影响蔬菜产量和品质等的作用机理ꎬ 为生

产出高产、 高品质的蔬菜提供理论支撑ꎮ
(４) 添加腐植酸进行水培蔬菜ꎬ 不同营养元素

的吸收过程与无机营养液相比可能会发生变化ꎬ 需

要对不同蔬菜添加的不同腐植酸浓度的营养元素需

求过程进行研究ꎬ 获得不同腐植酸浓度处理下各元

素相互影响规律ꎬ 实现营养液的动态精准控制ꎬ 对

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ꎮ

参考文献:

[１] 　 马丙尧ꎬ 邢尚军ꎬ 马海林ꎬ 等. 腐植酸类肥料的特性及其

应用展望 [Ｊ] . 山东林业科技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８ (１): ８２ － ８４.
[２] 　 李仲谨ꎬ 李铭杰ꎬ 王海峰ꎬ 等. 腐植酸类物质应用研究进

展 [Ｊ] . 化学研究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０ (４): １０３ － １０５.
[３] 　 曾宪成. 腐植酸本源性肥料可持续发展 [ Ｊ] . 腐植酸ꎬ

２０１３ꎬ (４): １ － ６.

[４] 　 史奕ꎬ 赵牧秋ꎬ 王俊ꎬ 等. 设施菜地土壤 － 植物系统中有

机肥源抗生素的影响研究进展 [ Ｊ] .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９ (ｚ１): ２４０ － ２４４.

[５] 　 徐慧. 新型有机复合肥的生产与应用研究进展 [ Ｊ] . 广州

化工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０ (１３): ３２ － ３４.
[６] 　 蒋朝晖ꎬ 曾清如ꎬ 尹颛斌. 尿素在土壤中的行为研究进展

[Ｊ] . 湖南农业科学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０): ５８ － ６０.
[７] 　 黄海波. 对无土栽培营养液平衡理论的提出和探讨 [ Ｊ] .

吉林农业ꎬ ２０１０ꎬ (５): ６０ꎬ ４２.
[８] 　 武丽萍ꎬ 曾宪成. 煤炭腐植酸与土壤腐植酸性能对比研究

[Ｊ] . 腐植酸ꎬ ２０１２ꎬ (３): １ － １０.
[９] 　 沈连静. 水培蔬菜的特点与栽培管理 [ Ｊ] . 吉林蔬菜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０): ８７ － ８８.
[１０] 　 周彦峰ꎬ 邱凌ꎬ 李自林ꎬ 等. 沼液用于无土栽培的营养机

理与技术优化 [Ｊ] . 农机化研究ꎬ ２０１３ꎬ (５): ２２４ － ２２７.
[１１] 　 袁伟ꎬ 董元华ꎬ 王辉. 植物对氨基酸态氮吸收和利用的研

究进展 [Ｊ] . 中国土壤与肥料ꎬ ２００９ꎬ (４): ４ － ６.
[１２] 　 卢静ꎬ 朱琨ꎬ 赵艳锋ꎬ 等. 腐植酸在去除水体和土壤中有

机污染物的作用 [ Ｊ] . 环境科学与管理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１ (８):
１５１ － １５４.

[１３] 　 Ｄａｔｔａ Ａꎬ Ｓａｎｙａｌ Ｓ Ｋꎬ Ｓａｈａ 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Ｊ] .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３５): １１５ － １２５.

[１４] 　 成绍鑫. 修复土壤ꎬ 腐植酸能做些什么 [ Ｊ] . 腐植酸ꎬ
２００７ꎬ (１): １ － １１.

[１５] 　 顾志忙ꎬ 王晓蓉ꎬ 顾雪元ꎬ 等. 富里酸对小麦植株积累稀土元

素的影响 [Ｊ]. 环境科学学报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１ (３): ３３３ －３３７.
[１６] 　 姚爱军ꎬ 青长乐ꎬ 牟树森. 腐植酸对矿物结合汞植物活性

的影响 [Ｊ] . 中国环境科学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０ (３): ２１５ － ２１９.
[１７] 　 李波ꎬ 青长乐ꎬ 魏世强. 腐植酸对土壤挥发汞植物有效性

的影响研究 [Ｊ] . 重庆环境科学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４ (１): ４０ － ４２.
[１８] 　 马志军ꎬ 杨旭升ꎬ 郭春景. 腐植酸生物活性影响植物根系

发育的研究 [Ｊ] . 腐植酸ꎬ ２００４ꎬ (１): １６ － ２０.
[１９] 　 吕品ꎬ 于志民ꎬ 周琳. 稻草提取类腐植酸物质及其对水稻

苗生长的影响 [ Ｊ] .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ꎬ ２００７ꎬ (２):
９２ － ９３.

[２０] 　 周崇峻ꎬ 张广才. 不同浓度腐植酸对水培生菜生长的影响

[Ｊ] . 现代农业科技ꎬ ２０１１ꎬ (７): １０７ － １０９.
[２１] 　 Ｅｌｅｎａ Ａꎬ Ｄｉａｎｅ Ｌꎬ Ｂａｃａｉｃｏ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ｔｅ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Ｆ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Ｆｅ －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４７): ２１５ － ２２３.

[２２] 　 Ｍｏｒａ Ｖꎬ Ｂａｉｇｏｒｒｉ Ｒꎬ Ｂａｃａｉｃｏ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 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ꎬ ＩＡ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ｄｏ ｎｏ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ｏｏ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ｔａｎｙꎬ ２０１２ꎬ (７６): ２４ － ３２.

[２３] 　 Ｍｏｒａ Ｖꎬ Ｂａｃａｉｃｏａ Ｅꎬ Ｚａｍａｒｒｅｎ　~ｏ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ｓｈ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ｎｉｔｒａｔｅ － 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ｏｔ － ｔｏ －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３—

　 中国土壤与肥料　 ２０１６ (５)



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 ｐｏｌｙａ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６７): ６３３ － ６４２.

[２４] 　 吴玉美. 三种食用观赏植物水培营养液选择 [ Ｊ] . 北方园

艺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３): ７３ － ７６.
[２５] 　 成绍鑫. 腐植酸类物质概论 [Ｍ].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７ ２８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ｎ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ＬＩ Ｘｉｎｇ￣ｊｉｅꎬ ＨＵ Ｘｉａｏ￣ｔａｏ∗ꎬ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 ＆ 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２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Ｈ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ｔｓ ｍａｎｙ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ＨＡ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ｎ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ＨＡ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ꎬ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ＨＡ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ｎ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Ｈ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ｎ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ꎻ 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ꎻ ｈｙｄｒｏｐｏｎ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欢迎订阅 ２０１７ 年期刊

«中国种业» 是由农业部主管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种子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 专业性、 技术性种

业科技期刊ꎮ 是全国优秀农业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收录期刊ꎮ 目标定位: 以行业导刊的面目出现ꎬ 并做到

权威性、 真实性和及时性ꎮ 覆盖行业范围: 大田作物、 蔬菜、 花卉、 林木、 果树、 草坪、 牧草、 特种种植、 种子机械等ꎬ 信

息量大ꎬ 技术实用ꎮ 读者对象: 各级种子管理、 经营企业的领导和技术人员ꎬ 各级农业科研、 推广部门人员ꎬ 大中专农业院

校师生ꎬ 农村专业户和广大农业生产经营者ꎮ 本刊为月刊ꎬ 大 １６ 开ꎬ 每期 ８ 元ꎬ 全年 ９６ 元ꎮ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 １１ － ４４１３ /
Ｓꎬ 国际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 ８９５Ｘꎬ 邮发代号: ８２ － １３２ꎬ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ꎬ 亦可直接汇款至编辑部订阅ꎬ 挂号需

每期另加 ３ 元ꎮ
地　 址: (１０００８１)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 号 中国种业编辑部　
电　 话: ０１０ － ８２１０５７９６ (编辑部) ０１０ － ８２１０５７９５ (广告发行部)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２１０５７９６　 　 　 网址: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ｓｅｅｄｑｋｓ. ｃｎ　 　 Ｅ － ｍａｉｌ: ｃｈｉｎａｓｅｅｄｑｋｓ＠ １６３. ｃｏｍ　
编辑部 ＱＱ 群: １１５８７２０９３　 　 微信公众号: ｚｇｚｙ２０００

«农业科技通讯» 由农业部主管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ꎬ 是全国农业核心期刊ꎮ 及时报道种植业最新研究成果ꎬ 尤其是

种子方面的新品种、 新技术ꎮ 侧重大田ꎬ 兼顾园艺ꎬ 是种植业者首选刊物ꎮ 主要栏目: 专题论述、 试验研究、 粮食作物、 经

济作物、 蔬菜、 果树、 西甜瓜、 林木花卉等ꎮ 内容丰富翔实、 信息量大、 技术实用ꎮ 本刊为月刊ꎬ 每月 １７ 日出版ꎬ 单价

１５ ００ 元ꎬ 全年 １８０ ００ 元ꎮ 刊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 ６４００、 ＣＮ１１ － ２３９５ / Ｓꎮ 邮发代号: ２ － ６０２ꎬ 全国各地邮局及本刊编辑部均可

订阅ꎮ
地　 址: １０００８１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 号 «农业科技通讯» 编辑部

电　 话: ０１０ － ８２１０９６６４　 ８２１０９６６５　 ８２１０６２７６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２１０９６６４　 Ｅ － ｍａｉｌ: ｔｏｎｇｘｕｎ＠ ｃａａｓ. ｃｎ

«现代园艺» 是中国核心期刊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ꎬ 中国期刊网、
江西省优秀期刊、 龙源期刊网收录期刊ꎮ 聚集当代果树林木、 瓜果蔬菜、 药材菌菇、 花卉园林、 景观设计等先进科技信息ꎬ
预测市场发展动态ꎬ 生产与营销并重ꎬ 突出新产品、 新技术、 新成果、 新情况、 新观点、 新经验ꎬ 交流致富信息ꎬ 传播成功

范例ꎬ 信息量大ꎬ 针对性强ꎬ 引导广大农民发家致富ꎮ 国内外公开发行ꎬ 热忱欢迎广大园艺园林生产企业、 科研院所、 大中

专院校、 农技推广等工作者、 管理员、 专业户及爱好者赐稿、 订阅ꎮ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 ３６—１２８７ / Ｓꎬ 国际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４９５８ꎮ 邮发代号: ４４ － １１４ꎬ 全年 １２ 期ꎬ 每期定价 ６ 元 (全年 ７２ 元)ꎬ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ꎮ

汇款地址: 江西省樟树市双金 «现代园艺» 杂志社　 　 　 　 　 邮编: ３３１２１３
电　 　 话: ０７９５ － ７８３１００８ (编辑部)、 ７８３１１０８ (发行部)
投稿邮箱: ｘｄｙｙ００８＠ １２６ ｃｏｍ　 　 　 　 广告邮箱: ｘｄｙｙ００８＠ １６３ ｃｏｍ
ＱＱ 群: １３２６４４５０８　 ２０６６８４１８２ 官网: ｗｗｗ. ｘｄｙｙｚｚ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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