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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上开展田间微区试验，研究伴矿景天 ／ 小麦间作、茄子轮作种植
模式下锌镉超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对当季小麦和后茬茄子生长及重金属吸收的影响，探索边
生产边修复的可行性。 结果表明：间作处理下小麦籽粒、茄子植物体和伴矿景天地上部生
物量均无明显影响；麦季间作伴矿景天能显著降低小麦籽粒中重金属浓度，间作小麦籽粒
与单作相比降低了 ５２．４％；麦季间作伴矿景天也有效降低了后茬茄子对重金属的吸收，茄
子果实中镉浓度显著低于单作；作物在与伴矿景天间作的情况下也能显著减少土壤中重金
属浓度，其中间作处理全量镉比对照降低了 ２４．３％，达到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因此，麦季间
作伴矿景天既能有效减少污染土壤中重金属浓度，又能降低小麦及后茬茄子的重金属污染
风险，为土壤修复与生产兼顾的修复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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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方式中，植物修复

以其原位修复、成本低、不破坏土壤结构、不引起二

次污染等优点表现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骆永明，
１９９９；沈振国等，２０００；Ｃｈａｎｅ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ＭｃＧｒａ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但是单独用超积累植物修复污染土壤

需要时间长，采取吸收重金属少或运输到食用部位

少的低积累作物与超积累植物同时种植，有可能在

修复污染土壤的同时收获符合卫生标准的饲料或其

他产品，成为一种不需要间断农业生产、较经济合理

地处理利用方法（卫泽斌等，２００５）。 近年来，围绕

边生产边修复的理念，植物间作修复技术的研究越

来越多（宓彦彦，２０１３；能凤娇等，２０１３；张晓斌等，
２０１３），但结果却不尽相同。 李凝玉等（２００８）研究 ７
种作物与玉米间作后吸收重金属的结果发现，４ 种

豆科作物大幅提高玉米对镉（Ｃｄ）的积累量，玉米草

和籽粒苋则降低了玉米对 Ｃｄ 的积累。 黑亮等

（２００７）研究发现，东南景天和玉米套种显著提高了

超积累东南景天提取锌（Ｚｎ）和 Ｃｄ 的效率，而且生

产出的玉米籽粒重金属含量符合食品和饲料卫生标

准。 叶菲（２００７）在研究镉超积累植物油菜对小白

菜生长环境净化效果及其机理时发现，油菜对 Ｃｄ
的积累作用减轻了 Ｃｄ 对小白菜的毒害作用。

伴矿景天（Ｓｅｄｕｍ ｐｌｕｍｂｉｚｉｎｃｉｃｏｌａ）是近年发现的

一种具有锌镉超积累能力的景天科植物新种（吴龙

华等，２００６；刘玲等，２００９；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并建立

了多种修复模式（沈丽波等，２０１０；胡鹏杰等，２０１１；
唐明灯等， ２０１２；任婧等， ２０１３）。 茄子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是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它分布广，生长

快，产量高，在中国栽培面积约 ４５００ ｈｍ２（李植良

等，２００６）。 茄子根是典型的直根型、深根系，与伴

矿景天不同，并且相对于叶菜类，果菜类对重金属的

生物富集系数较低（江解增等，２００６）。 目前已有少

量对伴矿景天与作物间作的报道。 赵冰等（２０１１）
研究发现，伴矿景天与水稻轮作种植可吸取修复污

染土壤中有害重金属，同时降低后茬水稻的食物链

风险；但伴矿景天与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等须根

型植物间作时，由于 ２ 种植物的根系生长层交叉，存
在明显的养分竞争关系，且由于伴矿景天根系对土

壤中重金属的活化作用，可能导致与之间作的小麦

的重金属吸收性增大。 而任婧（２０１２）将伴矿景天

与芹菜间作 ５ 茬发现，间作对伴矿景天地上部 Ｚｎ、
Ｃｄ 浓度无明显影响，但显著降低了芹菜地上部 Ｚｎ、
Ｃｄ 浓度，且随着收获次数的增加，芹菜地上部 Ｚｎ 浓

度有增加趋势，Ｃｄ 浓度则呈降低趋势。 小麦是一种

温带长日照植物，适应范围较广，与伴矿景天间作不

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光能的浪费，而且有望

在污染土壤进行安全生产。
间作、轮作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措施之一，已有较

多研究（黄益宗等，２００６；金立敏等，２００９；向言词等，
２０１０；刘领，２０１１）。 选择茄子与小麦轮作是因为它

们具有根系深浅不同，需肥特性差异大，互不传染病

虫害等特点，且小麦与茄子轮作模式下麦季间作伴

矿景天对小麦及后茬茄子生长及重金属吸收性的影

响尚未有报道。 本研究拟通过田间微区试验探明麦

季间作伴矿景天对小麦生长及重金属吸收性的影

响、该间作模式对后茬茄子生长及重金属积累性的

影响，以期获得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同时

减少对后茬蔬菜的污染风险，为田间试验实现边生

产边修复模式提供数据支持。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郊区，属于亚热带向北

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湿润气候，全年温暖湿润，年平均

温度 １６ ℃，年平均降水量 １４２５ ｍｍ，集中于 ５ 月和 ６
月。 试验地为农田土壤，由于经过处于上风向的金

属冶炼厂的长期污水灌溉，导致土壤多种重金属超

标，Ｃｄ、 Ｚｎ 浓度分别为 ３． ０４ ± ０． １１ 和 １２９９ ± ９６
ｍｇ·ｋｇ－１，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三级标准 （ Ｃｄ
１ ００ ｍｇ·ｋｇ－１；Ｚｎ ５００ ｍｇ·ｋｇ－１） ２０４％、１６０％，为
重污染土壤。
１ ２　 供试材料

供试伴矿景天采自浙江杭州郊区，挑选大小一

致、生长健壮植株，摘取生长相似的枝条进行扦插种

植。 同时预留伴矿景天枝条，经自来水、去离子水冲

洗干净，１０５ ℃杀青 ３０ ｍｉｎ，８０ ℃下烘干至恒重，测
定其干重及 Ｚｎ、Ｃｄ 浓度，以此作为定植前伴矿景天

重金属吸收量（干重×重金属浓度）。 茄子幼苗中重

金属浓度极低，因而本研究忽略不计。 小麦品种为

镇麦 ５ 号，购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直接播种。 试验

所用土壤为农田土壤，其基本理化性质为：土壤 ｐＨ
７．２４，有机碳含量为 ２９． １ ｇ·ｋｇ－１，阳离子交换量

（ＣＥＣ） 为 １１．８ ｃｍｏｌ（＋）·ｋｇ－１，全量 Ｎ、Ｐ、Ｋ 分别为

２．２１、０．２２ 和 ２２．９ ｇ·ｋｇ－１。
１ ３　 田间微域试验设计

试验设 ４ 个处理：（１）对照（ＣＫ）；（２）伴矿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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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作（Ｓｐ）；（３）小麦⁃茄子轮作（Ｔａ⁃Ｓｍ）；（４）伴矿景

天 ／小麦间作⁃茄子轮作（Ｔａ ／ Ｓｐ⁃Ｓｍ）。 将直径 ４０ ｃｍ
硬质塑料桶埋于土中，高于地表 １０ ｃｍ，桶中填满

土。 每个处理 ４ 次重复，随机排列。 单作处理伴矿

景天、小麦和茄子每盆分别种植 ６、６ 和 ３ 株，间作种

植伴矿景天的处理每盆伴矿景天、小麦和茄子分别

种植 ３、３ 和 １ 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移栽伴矿景天和茄子，同日播

种小麦，出苗 １ 周后定苗。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收

获伴矿景天地上部，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获小麦地

上部，茄子根据果实成熟时间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８ 月 ５ 日、８ 月 ２８ 日采集 ３ 批茄子果实，并 ９
月 ２６ 日收取茄子植株。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收获

全部植物样后采集表层 ０ ～ １５ ｃｍ 土壤。 收获的植

物地上部样品分别用自来水，去离子水洗净，１０５ ℃
杀青 ３０ ｍｉｎ，８５ ℃烘干至恒重称干重，其中景天洗

净擦干后称鲜重。 植物样品用不锈钢粉碎机磨碎，
备测，同一株茄子不同批次收取的果实作为一个样

品，茄子茎秆和根分开处理。 采集的土壤样品经风

干后混匀，磨碎，过 ２ 和 ０．１５ ｍｍ 尼龙筛。
１ ４　 重金属分析

全量分析：分别称取植物和土壤样品 ０．５ 和 ０．２
ｇ，植物和土壤样品经高压罐分别用 Ｈ２Ｏ２⁃ＨＮＯ３（２
ｍＬ： ６ ｍＬ）和 ＨＣｌ⁃ＨＮＯ３（５ ｍＬ： ５ ｍＬ）消解，定容，
过滤。 土壤有效态分析：采用 １ ｍｏｌ·Ｌ－１ ＮＨ４ＯＡｃ
（ｐＨ ７．０） 提取，土液比 １ ∶ ５，２４０ ｒ·ｍｉｎ－１振荡 １６ ｈ
后，过滤。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Ｖａｒｉ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２２０ＦＳ
（火焰）、２２０Ｚ（石墨炉）］测定滤液中 Ｚｎ、Ｃｄ 浓度。
测定过程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用国家参比物质

（ＧＢＷ １００４３ 和 ＧＢＷ １００１４）和空白进行分析质量

控制，标准样品测定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
１ ５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和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

行相关数据统计，用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进行差

异显著性比较，α＝ 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伴矿景天地上部、小麦及茄子植物体生物量

表 １ 为收获后伴矿景天、小麦地上部及茄子植

物体的生物量。 间作处理使小麦秸秆生物量相比单

作降低 １１．２％，但对伴矿景天、茄子和小麦籽粒的生

物量均无显著影响。 说明小麦⁃伴矿景天间作、茄子

轮作连续种植模式既能保证伴矿景天正常生长，又
不会使小麦籽粒减产，且对后茬茄子生长无明显

影响。
２ ２　 伴矿景天地上部锌镉浓度及吸收量

间作处理下伴矿景天地上部 Ｚｎ 浓度为 １．７５±
０ １８ ｇ·ｋｇ－１，较单作处理的 ２．３９±０．２３ ｇ·ｋｇ－１降低

了 ２６．８％，Ｃｄ 浓度则无显著差异。 但与小麦间作则

会导致伴矿景天地上部 Ｚｎ、Ｃｄ 吸收量分别从单作

的 ２３０±３０ 和 ４．２４±０．２８ ｍｇ·ｐｏｔ－１降低到 １５３±２０ 和

３ ０８ ± ０． ４８ ｍｇ·ｐｏｔ－１，下降幅度分别为 ３３． ３％、
２７ ４％。 说明间作处理下的种间竞争作用使伴矿景

天地上部的重金属吸收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２ ３　 小麦地上部锌镉浓度及吸收量

从图 １ 可知，伴矿景天间作对小麦秸秆和籽粒

中 Ｚｎ 浓度无明显影响，且地上部 Ｚｎ 浓度较高，籽粒

中 Ｚｎ 浓度超过 ５０ ｍｇ·ｋｇ－１。 间作超积累植物显著

降低了小麦籽粒中的 Ｃｄ 浓度， 相比单作降低

５２ ４％。 根据《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２０１２），小
麦籽粒 Ｃｄ 浓度仍高于标准（０．１ ｍｇ·ｋｇ－１），尚不能

食用。 间作处理下的小麦秸秆 Ｚｎ、Ｃｄ 吸收量相比

单作略有下降，但差异不显著。
２ ４　 茄子地上部锌镉浓度

Ｚｎ 在茄子植株体内浓度分布趋势为根＞茎叶，
且不同处理下茄子植物体 Ｚｎ 浓度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 ２）。 Ｃｄ 的分布情况则不同，茄子体内 Ｃｄ 浓度

为茎叶＞根，且间作处理下茄子中 Ｃｄ 均低于单作处

理，其中茄子果实中 Ｃｄ 较单作处理下降 ３５．７％。 根

表 １　 小麦、伴矿景天地上部及茄子生物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Ｓｅｄｕｍ ｐｌｕｍｂｉｚｉｎｃｉｃｏｌａ ｓｈ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ｐｌａｎｔｓ
处理 伴矿景天

（ｋｇ·ｐｏｔ－１ ＦＷ）
茄子（ｇ·ｐｏｔ－１ ＦＷ）

茎叶 根 果实

小麦（ｇ·ｐｏｔ－１ ＤＷ）
秸秆 籽粒

Ｓｐ １．５１±０．４９ ａ － － － －
Ｔａ⁃Ｓｍ － ２８．４±４．４ ａ ６．７８±１．０ ａ ２３．４±４．７ ａ ３０．４±０．９ ａ ６．８０±１．２３ ａ

Ｔａ ／ Ｓｐ⁃Ｓｍ １．３４±０．３０ ａ ２２．５±２．２ ａ ６．０７±０．６ ａ ２２．５±３．３ ａ ２７．０±０．８ ｂ ７．５１±０．９６ ａ
所有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同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示无相应植物种植。 Ｓｐ 为伴矿景天
单作；Ｔａ⁃Ｓｍ 为小麦⁃茄子轮作；Ｔａ ／ Ｓｐ⁃Ｓｍ 为伴矿景天 ／ 小麦间作⁃茄子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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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茄子果实 Ｃｄ 限量

０ ０５ ｍｇ·ｋｇ－１ ＦＷ，所以尚不能食用。 如供试土壤

为重金属污染程度较低，则间作超积累植物有望实

现茄子等果菜类作物的安全生产。
２ ５　 土壤中锌镉浓度变化

图 ２ 为植物收获后土壤中全量和有效态 Ｚｎ、Ｃｄ

图 １　 小麦地上部 Ｚｎ、Ｃｄ 浓度及吸收量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Ｃｄ ｉｎ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ｓｈｏｏｔｓ
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种样品在不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Ｔａ⁃Ｓｍ 为小麦⁃茄子轮作；Ｔａ ／ Ｓｐ⁃Ｓｍ 为伴矿景天 ／ 小麦间作⁃茄子轮作。

表 ２　 茄子植物体内锌镉浓度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Ｃｄ ｉｎ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ｐｌａｎｔｓ
处理 茎叶（ｍｇ·ｋｇ－１）

Ｚｎ Ｃｄ
根（ｍｇ·ｋｇ－１）

Ｚｎ Ｃｄ
果实（ｍｇ·ｋｇ－１ ＦＷ）

Ｚｎ Ｃｄ
Ｔａ⁃Ｓｍ ２４４±１３ ａ ２．９０±０．２９ ａ ３３１±２１ ａ １．７４±０．１４ ａ ２．６９±０．１３ ａ ０．１４±０．０１ ａ
Ｔａ ／ Ｓｐ⁃Ｓｍ ２３１±１８ ａ ２．０７±０．２５ ｂ ２６８±２１ ａｂ １．２０±０．１２ ｂ ２．４７±０．１８ ａ ０．０９±０．０１ ｂ
同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Ｔａ⁃Ｓｍ 为小麦⁃茄子轮作；Ｔａ ／ Ｓｐ⁃Ｓｍ 为伴矿景天 ／ 小麦间作⁃茄子轮作。

图 ２　 土壤中全量及 ＮＨ４ＯＡｃ 提取态锌镉浓度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Ｈ４ＯＡｃ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Ｚｎ ａｎｄ Ｃｄ ｉｎ ｓｏｉｌｓ
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种样品在不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Ｓｐ 为伴矿景天单作；Ｔａ⁃Ｓｍ 为小麦⁃茄子轮作；Ｔａ ／ Ｓｐ⁃Ｓｍ 为伴矿景天 ／
小麦间作⁃茄子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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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除小麦⁃茄子轮作处理下全量 Ｚｎ 低于对照

外，其余不同处理下 Ｚｎ 浓度均无显著差异。 土壤

Ｃｄ 的浓度变化则较为明显，全量 Ｃｄ 均显著低于对

照，伴矿景天单作处理、小麦⁃茄子轮作处理、伴矿景

天间作小麦并与茄子轮作处理，全量 Ｃｄ 较对照的

下降幅度分别为 ４２．０％、３５．６％、２４．３％。 有效态 Ｃｄ
除小麦⁃茄子轮作处理外，伴矿景天单作处理及伴矿

景天间作小麦并与茄子轮作处理分别较对照降低了

４３．１％和 ２４．０％。

３　 讨　 论

３ １　 修复模式对植物生物量及锌镉浓度的影响

间作系统中由于不同作物竞争养分的能力不

同，不同作物吸收养分峰值的时间不同，成熟期不

同，不同作物扎根深度不同和根系分布不同，因而可

以利用不同土壤层次、区域和不同形态的养分，降低

种间的营养竞争，促进间作作物养分利用优势的形

成（肖靖秀等，２００５）。 本研究表明，小麦和伴矿景

天间作对小麦籽粒和伴矿景天地上部生物量相比单

作无明显影响，但小麦秸秆生物量有所减小。 说明

伴矿景天间作小麦后，其在生长过程中根系与小麦

根系争夺养分，致使两者出现竞争 （ Ｈａｕｇｇａａｒｄ⁃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影响了小麦秸秆的生长。 这与

赵冰（２０１１）将伴矿景天与小麦间作于水稻土、潮土

和黑土上，３ 种土壤上间作处理均增加了小麦秸秆

和籽粒的生物量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说明种

间竞争能力可能也与土壤性质有关。 不同于小麦和

大多数的蔬菜，茄子作为深根系作物可忽略养分竞

争现象，本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与伴矿景天间作使小麦籽粒中 Ｃｄ 浓度及 Ｚｎ、

Ｃｄ 吸收量均显著低于单作处理，且茄子体内 Ｃｄ 浓

度也表现为间作处理显著降低。 说明伴矿景天的竞

争性吸收有效地缓减了小麦的 Ｚｎ、Ｃｄ 污染风险，同
时也降低了后茬茄子对 Ｃｄ 的吸收。 这与任婧

（２０１２）的研究结果一致，间作伴矿景天使小麦籽粒

中 Ｃｄ 浓度降低 ５２．４％，显著低于小麦单作处理。 玉

米和东南景天间作，使玉米籽粒及茎叶中 Ｚｎ、Ｃｄ 浓

度下降，得到了重金属含量符合食品和饲料卫生标

准的玉米籽粒（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黑亮等，２００７；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３ ２　 修复模式对土壤锌镉浓度的影响

植物对与其间作的超积累植物重金属吸收的影

响因植物的种类而异（蒋成爱等，２００９）。 安玲遥

（２０１２）认为，植物可通过根系分泌物、土壤微生物、
土壤酶活性、土壤 ｐＨ 值等多种方式影响植物对重

金属的吸收，对于间套作如何影响植物对重金属的

吸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王激清等（２００４）将印度

芥菜与油菜间作，在添加 ＣｄＣＯ３的土壤上，印度芥菜

活化了土壤中部分不溶性的 Ｃｄ，增加了油菜对 Ｃｄ
的吸收，说明 ２ 种植物间作的互作作用对植物重金

属吸收性的影响是多样的。 本研究表明，植物根系

均有活化土壤 Ｚｎ、Ｃｄ 的作用，且能有效降低土壤重

金属浓度。 其中，间作处理和伴矿景天单作处理的

土壤提取态 Ｃｄ 较对照均有显著降低，说明间作处

理同样具有修复 Ｃｄ 污染土壤的作用，同时作物在

与伴矿景天间作的情况下对 Ｃｄ 的吸收量更低，能
增加作物的安全性。 黑亮等（２００７）研究发现，超积

累植物东南景天和玉米半透膜隔开的套种处理中，
东南景天一侧的污泥水溶态较低，而玉米一侧的污

泥中水溶态浓度保持较高，玉米根系对污泥具有明

显的酸化作用，而东南景天单独种植对污泥无显著

的酸化作用，表明超积累植物并不是依赖于根际酸

化作用来实现对重金属的超积累，而是通过玉米根

系降低溶液 ｐＨ，从而增加土壤溶液中 Ｚｎ、Ｃｄ 浓度，
促进东南景天吸收重金属。 Ｗｈｉｔｉｎｇ 等（２００１）将遏

蓝菜（Ｎｏｃｃａｅａ ｃａｅｒｕｌｅｓｃｅｎｓ）与其相近品种 Ｎ． ａｒｖａｎｓｅ
混作，土壤施用 ＺｎＯ 处理，当根系可以自由接触时，
Ｎ． ａｒｖａｎｓｅ 的生物量可增加 ３０％，同时其地上部 Ｚｎ
浓度降低 ２ ／ ３。 Ｇｏｖｅ 等（２００２）将遏蓝菜与普通大

麦混作，发现间作处理大麦地上部 Ｃｄ 浓度比单作

高 ２．４ 倍，相反降低了对 Ｚｎ 的吸收，且超积累植物

改变了根际重金属生物有效性。 蒋成爱等（２００９）
在植物收获后对土壤进行 ＣａＣｌ２浸提发现，空白和

植物单种处理下土壤有效态重金属浓度显著高于东

南景天间作处理。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不完全一

致，表明不同的修复模式和不同植物的修复效果可

能各不相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明。

４　 结　 论

小麦⁃伴矿景天间作、茄子轮作种植，对小麦籽

粒、茄子和伴矿景天地上部生物量均无明显影响；小
麦与伴矿景天间作能显著降低麦粒重金属浓度，减
少小麦的重金属积累风险，也有效降低了后茬茄子

的重金属吸收性。 因此，麦季间作伴矿景天既能降

低土壤中重金属浓度，又能减少小麦重金属安全风

险，并有降低后茬茄子果实中重金属浓度的趋势，为

５８１２居述云等：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伴矿景天 ／小麦⁃茄子间作和轮作修复



土壤修复与生产并行的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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