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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PBAT/PLA腐殖酸生物降解地膜减少农田“白色污染”，助力日光温室番茄生产

发布时间：2023-02-10 来源：孙敏涛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设施栽培课题组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中科院一区

top；影响因子：10.753）发表了题为“PBAT/PLA humic acid biodegradable film applied on solar

greenhouse tomato plants increased lycopene and decreased total acid contents”的研究性论文。该研究为

日光温室番茄种植提供了一种全新配方的新型生物降解地膜，以解决农田残膜污染，助力日光温室番茄生产——提

高番茄品质。

      腐殖酸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壤有机质，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品质。地膜覆盖具有抑制杂草、保水

保墒、减少养分流失等作用。但普通聚乙烯地膜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地膜残留会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土壤肥力下

降，造成根系发育受阻、产量降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新型生物降解地膜的开发与应用已成为研究热

点。该研究将新型生物降解地膜应用于番茄栽培，目前关于PBAT/PLA腐殖酸生物降解地膜的降解情况及其对日光

温室番茄品质的影响未见报道。

      研究人员发现，PBAT/PLA腐殖酸生物降解地膜（厚度10 μm）在田间覆盖131 d其降解程度达到降解2级，埋

设160 d时其失重率达到52.74%，另外使用后的PBAT/PLA腐殖酸生物降解地膜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疏松多孔结构。

使用前PBAT/PLA腐殖酸生物降解地膜在溶液中析出的腐殖酸含量为128.50 mg/L，使用后析出的腐殖酸含量降低

至51.00 mg/L。与覆盖PE和PBAT/PLA木质素生物降解地膜相比，PBAT/PLA腐殖酸生物降解地膜能显著提高土壤

电导率和有机质含量，土壤真菌 Chaetomium的相对丰度也有所增加。与PE地膜相比，覆盖PBAT/PLA腐殖酸生物

降解地膜后番茄产量、可溶性固形物、维生素C ( Vc )、可溶性糖和番茄红素显著提高，总酸和硬度显著降低。因

此，在日光温室秋冬茬番茄栽培中，覆盖PBAT/PLA腐殖酸生物降解地膜（厚度10 μm）不仅可以提质增产，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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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减少“白色污染”问题，为进一步推进生物降解地膜在日光温室中番茄生产中应用和聚乙烯减量替代奠定基

础。

      该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

室、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的资助。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客座研究

生路露、韩荧和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研究生王佳音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副研究员闫妍博士为通讯作

者，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为第一完成单位和唯一通讯单位。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徐静教

授，孙敏涛助理研究员等在该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于贤昌教授、李衍素研究员、

贺超兴研究员、王君助理研究员等对该研究给予了支持。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23.162077（宣传信息员：孙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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