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094338.2

(22)申请日 2018.09.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975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5

(73)专利权人 塔里木大学

地址 8433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

虹桥南路705号塔里木大学

(72)发明人 陈水红　李树伟　王栋　席琳乔　

高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旌励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310

代理人 单玉刚

(51)Int.Cl.

A01G 31/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105898 U,2016.03.30

CN 108157022 A,2018.06.15

CN 203968874 U,2014.12.03

CN 206821564 U,2018.01.02

CN 106171917 A,2016.12.07

CN 207589613 U,2018.07.10

CN 207252288 U,2018.04.20

审查员 黄洁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

(57)摘要

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包括盒

体，盒体的上侧与下侧分别开口，盒体内均匀固

定安装数个育苗室，数个育苗室为一体结构，盒

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漂浮板，漂浮板的顶侧对应育

苗室分别开始第一通孔，育苗室内分别活动安装

底板，底板能够分别沿对应的育苗室上下移动，

底板的底侧对应第一通孔分别开设第二通孔，第

一通孔分别与对应的第二通孔中心线共线，左右

相邻育苗室内的底板通过倒U型杆固定连接，沿

盒体顶侧的左右边沿分别设有条形板，条形板的

顶侧对应每横排的育苗室分别开设条形槽。本装

置结构简单，使用操作便捷，便于搬动，组培苗处

于种子时期能够堆叠放置，便于运输与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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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盒体（1），盒体（1）的上侧与下

侧分别开口，盒体（1）内均匀固定安装数个育苗室（2），数个育苗室（2）为一体结构，盒体（1）

的底部固定安装漂浮板（3），漂浮板（3）的顶侧对应育苗室（2）分别开始第一通孔（4），育苗

室（2）内分别活动安装底板（5），底板（5）能够分别沿对应的育苗室（2）上下移动，底板（5）的

底侧对应第一通孔（4）分别开设第二通孔（6），第一通孔（4）分别与对应的第二通孔（6）中心

线共线，左右相邻育苗室（2）内的底板（5）通过倒U型杆（7）固定连接，沿盒体（1）顶侧的左右

边沿分别设有条形板（8），条形板（8）的顶侧对应每横排的育苗室（2）分别开设条形槽（9），

条形槽（9）的内侧与顶侧分别与外部相通，最左侧底板（5）的左侧与最右侧底板（5）的右侧

分别固定连接倒L型杆（10）的下端，倒L型杆（10）的上端分别位于对应的条形槽（9）内，盒体

（1）顶侧的左右边沿分别均匀开设一排三个盲孔（11），前侧与后侧盲孔（11）的底面分别固

定连接伸缩杆（12）的下端，伸缩杆（12）的上端分别与对应的条形板（8）的底侧固定连接，条

形板（8）的底侧分别开设第三通孔（13），第三通孔（13）分别与对应的中间的盲孔（11）中心

线共线，中间的盲孔（11）内分别固定安装内螺纹管（14），内螺纹管（14）内分别螺纹安装丝

杆（15），丝杆（15）外周的上端分别与对应的第三通孔（13）轴承连接，丝杆（15）的上端分别

均匀固定安装数个手柄（16）；所述的第一通孔（4）内分别固定安装棉条（19），棉条（19）的两

端分别位于第一通孔（14）的外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条形

槽（9）前侧的外端分别开设凹槽（17），凹槽（17）的底侧分别低于对应的条形槽（9）的底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条形

板（8）的顶侧开设沉槽（18），沉槽（18）分别与对应的第三通孔（13）中心线共线，手柄（16）位

于沉槽（18）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盒体

（1）的外周覆盖一层白色的泡沫保温层（2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手柄

（16）为双节折叠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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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漂浮育苗装置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漂浮育苗又叫漂浮种植，是一项将装有轻质育苗基质的泡沫穴盘漂浮于水面上，

种子播于基质中，秧苗在育苗基质中扎根生长，并能从基质和水床中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育

苗方法；大麦组培苗进行漂浮育苗时需要经常对组培苗的根部进行观察，研究判断其是否

病变，与病变时间，且在大麦组培苗不同的生长阶段需要施加不同的肥料或营养元素，一般

采用直接添加在水床中，通过组培苗根部吸收水分的同时吸收所需的肥料与营养元素，但

由于漂浮育苗装置漂浮在水床上，难以有效的使肥料或营养元素与水充分混合，导致不同

部位组培苗吸收肥料或营养元素的情况不一致，使组培苗的生长周期不同步，且有大部分

肥料或营养元素残留在水床中，造成肥料或营养元素的浪费，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故我们发

明了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缺陷。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包括盒体，盒体的上侧与下侧分别开口，盒体

内均匀固定安装数个育苗室，数个育苗室为一体结构，盒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漂浮板，漂浮板

的顶侧对应育苗室分别开始第一通孔，育苗室内分别活动安装底板，底板能够分别沿对应

的育苗室上下移动，底板的底侧对应第一通孔分别开设第二通孔，第一通孔分别与对应的

第二通孔中心线共线，左右相邻育苗室内的底板通过倒U型杆固定连接，沿盒体顶侧的左右

边沿分别设有条形板，条形板的顶侧对应每横排的育苗室分别开设条形槽，条形槽的内侧

与顶侧分别与外部相通，最左侧底板的左侧与最右侧底板的右侧分别固定连接倒L型杆的

下端，倒L型杆的上端分别位于对应的条形槽内，盒体顶侧的左右边沿分别均匀开设一排三

个盲孔，前侧与后侧盲孔的底面分别固定连接伸缩杆的下端，伸缩杆的上端分别与对应的

条形板的底侧固定连接，条形板的底侧分别开设第三通孔，第三通孔分别与对应的中间的

盲孔中心线共线，中间的盲孔内分别固定安装内螺纹管，内螺纹管内分别螺纹安装丝杆，丝

杆外周的上端分别与对应的第三通孔轴承连接，丝杆的上端分别均匀固定安装数个手柄。

[0006] 如上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所述的条形槽前侧的外端分别开

设凹槽，凹槽的底侧分别低于对应的条形槽的底侧。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所述的条形板的顶侧开设沉槽，

沉槽分别与对应的第三通孔中心线共线，手柄位于沉槽内。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所述的第一通孔内分别固定安装

棉条，棉条的两端分别位于第一通孔的外部。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所述的盒体的外周覆盖一层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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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泡沫保温层。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所述的手柄为双节折叠杆结构。

[0011]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操作便捷，便于搬动，组培苗处于种子时

期能够堆叠放置，便于运输与存放，能够使组培苗连同培养基一起取出育苗室，使组培苗与

培养基一起移植，能够增加组培苗的成活率，能够使组培苗与培养基一起升出育苗室，便于

组培苗根部的观察与通风，能够直接将肥料与营养元素放置在培养基的下方，便于组培苗

根部的吸收，增加肥料与营养元素的吸收率，节省肥料与营养元素的成本，通过控制每个育

苗室内放置的肥料与营养元素的量一致，能够保证组培苗的生长周期同步，且施肥操作简

单便捷，能够满足市场需求，适合推广。使用本发明时，首先分别将条形板调节至最低，此时

底板的底侧分别与漂浮板的顶侧接触配合，然后在育苗室内分别填充适量的培养基，再将

大麦种子栽种在培养基内，能够通过以两侧的条形板为把手搬动本装置，便于本装置的搬

动，再以条形板为支架使多个育苗装置进行上下叠放，便于本装置的暂时大量放置与运输，

且在放置与运输过程中能够使本装置上下两侧保持良好的通风，避免对组培苗造成影响；

然后栽种组培苗种子的育苗装置放置到水床的水面上，漂浮板使本装置漂浮在水面上，组

培苗的种子能够吸收培养基的营养元素与肥料，水床中的水通过第一通孔与第二通孔渗入

培养基为组培苗的种子提供水分，组培苗发芽生根后需要定期观察组培苗的根部的生长情

况来判断组培苗是否发生病变，以便于及时施肥施药，同时转动两侧的手柄，使丝杆转动，

内螺纹管分别与对应的丝杆螺纹配合连接，丝杆分别带动对应的条形板、倒L型杆、倒U型

杆、底板向上移动，由于培养基自身的粘性及在高湿度的环境中形成培养基块，培养基块缓

慢升出对应的育苗室，当培养基的外周与育苗室的内壁分离并形成缝隙后，能够增加空气

进入育苗室的量，增加组培苗根部的通风效果，避免组培苗根部长时间处于高湿度环境中

使根部发霉腐烂，至条形板升至最高处，底板分别从对应的育苗室内升出，培养基位于育苗

室的上方，此时组培苗根部的通风效果最佳，同时便于观察根扎于培养基外周的组培苗根

部，部分出现根部的异常的组培苗需要取下育苗装置时，直接向上提该异常组培苗所在横

排两侧的倒L型杆，使倒L型杆分别从对应的条形槽内拉出，使该异常组培苗所在横排的组

培苗被取下来，并对该异常的组培苗进一步研究，并将其余的组培苗降回育苗室，继续培养

组培苗；当组培苗生长不同阶段需要施肥与营养元素时，转动手柄使培养基上升至培养基

的外周与育苗室内壁距离适当，通过培养基的外周与育苗室内壁之间的缝隙投入适量的肥

料与营养元素，使肥料与营养元素能够分布在培养基的外周与底部，再使培养基降入育苗

室内，便于组培苗根部对肥料与营养元素的吸收。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图2是图1的俯视图；图3是图1的Ⅰ局部放大图；图4是

图2的Ⅱ局部放大图；图5是图1的Ⅲ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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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5] 一种大麦组培苗夏季漂浮育苗装置，如图所示，包括盒体1，盒体1的上侧与下侧分

别开口，盒体1内均匀固定安装数个育苗室2，育苗室2为上下开口的小盒体，且上开口的边

长大于下开口的边长，数个育苗室2为一体结构，盒体1的底部固定安装漂浮板3，漂浮板3的

浮力能够满足本装置使用时所需浮力的需求，漂浮板3的顶侧对应育苗室2分别开始第一通

孔4，育苗室2内分别活动安装底板5，底板5能够分别沿对应的育苗室2上下移动，底板5的底

侧对应第一通孔4分别开设第二通孔6，第一通孔4分别与对应的第二通孔6中心线共线，左

右相邻育苗室2内的底板5通过倒U型杆7固定连接，沿盒体1顶侧的左右边沿分别设有条形

板8，条形板8位于最低位置时，条形板8的底侧与盒体1顶面的垂直距离为正常成人手指直

径的两倍；条形板8位于最高位置时，底板5分别从对应的育苗室2内升出，条形板8的顶侧对

应每横排的育苗室2分别开设条形槽9，条形槽9的内侧与顶侧分别与外部相通，最左侧底板

5的左侧与最右侧底板5的右侧分别固定连接倒L型杆10的下端，倒L型杆10的上端分别位于

对应的条形槽9内，盒体1顶侧的左右边沿分别均匀开设一排三个盲孔11，前侧与后侧盲孔

11的底面分别固定连接伸缩杆12的下端，伸缩杆12的上端分别与对应的条形板8的底侧固

定连接，条形板8的底侧分别开设第三通孔13，第三通孔13分别与对应的中间的盲孔11中心

线共线，中间的盲孔11内分别固定安装内螺纹管14，内螺纹管14内分别螺纹安装丝杆15，丝

杆15外周的上端分别与对应的第三通孔13轴承连接，丝杆15的上端分别均匀固定安装数个

手柄16。本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操作便捷，便于搬动，组培苗处于种子时期能够堆叠放置，便

于运输与存放，能够使组培苗连同培养基一起取出育苗室，使组培苗与培养基一起移植，能

够增加组培苗的成活率，能够使组培苗与培养基一起升出育苗室，便于组培苗根部的观察

与通风，能够直接将肥料与营养元素放置在培养基的下方，便于组培苗根部的吸收，增加肥

料与营养元素的吸收率，节省肥料与营养元素的成本，通过控制每个育苗室内放置的肥料

与营养元素的量一致，能够保证组培苗的生长周期同步，且施肥操作简单便捷，能够满足市

场需求，适合推广。使用本发明时，首先分别将条形板8调节至最低，此时底板5的底侧分别

与漂浮板3的顶侧接触配合，然后在育苗室2内分别填充适量的培养基，再将大麦种子栽种

在培养基内，能够通过以两侧的条形板8为把手搬动本装置，便于本装置的搬动，再以条形

板8为支架使多个育苗装置进行上下叠放，便于本装置的暂时大量放置与运输，且在放置与

运输过程中能够使本装置上下两侧保持良好的通风，避免对组培苗造成影响；然后栽种组

培苗种子的育苗装置放置到水床的水面上，漂浮板3使本装置漂浮在水面上，组培苗的种子

能够吸收培养基的营养元素与肥料，水床中的水通过第一通孔4与第二通孔6渗入培养基为

组培苗的种子提供水分，组培苗发芽生根后需要定期观察组培苗的根部的生长情况来判断

组培苗是否发生病变，以便于及时施肥施药，同时转动两侧的手柄16，使丝杆15转动，内螺

纹管14分别与对应的丝杆15螺纹配合连接，丝杆15分别带动对应的条形板8、倒L型杆10、倒

U型杆7、底板5向上移动，由于培养基自身的粘性及在高湿度的环境中形成培养基块，培养

基块缓慢升出对应的育苗室2，当培养基的外周与育苗室2的内壁分离并形成缝隙后，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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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空气进入育苗室2的量，增加组培苗根部的通风效果，避免组培苗根部长时间处于高湿

度环境中使根部发霉腐烂，至条形板8升至最高处，底板5分别从对应的育苗室2内升出，培

养基位于育苗室2的上方，此时组培苗根部的通风效果最佳，同时便于观察根扎于培养基外

周的组培苗根部，部分出现根部的异常的组培苗需要取下育苗装置时，直接向上提该异常

组培苗所在横排两侧的倒L型杆10，使倒L型杆10分别从对应的条形槽9内拉出，使该异常组

培苗所在横排的组培苗被取下来，并对该异常的组培苗进一步研究，并将其余的组培苗降

回育苗室2，继续培养组培苗；当组培苗生长不同阶段需要施肥与营养元素时，转动手柄16

使培养基上升至培养基的外周与育苗室2内壁距离适当，通过培养基的外周与育苗室2内壁

之间的缝隙投入适量的肥料与营养元素，使肥料与营养元素能够分布在培养基的外周与底

部，再使培养基降入育苗室2内，便于组培苗根部对肥料与营养元素的吸收。

[0016] 具体而言，由于组培苗的根部生长迅速，导致培养基与育苗室2内壁紧密结合在一

起，培养基从育苗室2内取出时困难，本实施例所述的条形槽9前侧的外端分别开设凹槽17，

凹槽17的底侧分别低于对应的条形槽9的底侧。使用与本装置配套的撬棍的一端插入凹槽

17内，使撬棍的一端位于倒L型杆10上端的下部，按压撬棍的另一端，利用杠杆原理，向上撬

动倒L型杆10的上端，使倒L型杆10带动对应的底板5、倒U型杆7向上移动，进而培养基向上

移动与育苗室2的内壁分离，便于培养基从育苗室内拿出。

[0017] 具体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条形板8的顶侧开设沉槽18，沉槽18分别与对

应的第三通孔13中心线共线，手柄16位于沉槽18内。手柄16位于沉槽18内，便于本装置闲置

时堆叠放置。

[0018] 进一步的，组培苗种子时期育苗装置整体质量小，漂浮板3的浮力大，使本装置的

吃水深度浅，导致水床中的水无法进入育苗室2，本实施例所述的第一通孔4内分别固定安

装棉条19，棉条19的两端分别位于第一通孔14的外部。棉条19能够将水床中的水引入育苗

室2的底部，以供组培苗吸收利用，同时能够避免培养基通过第一通孔4、第二通孔6水土流

失。

[0019] 更进一步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盒体1的外周覆盖一层白色的泡沫保温层

20。白色的泡沫保温层20能够反射太阳光，能够避免夏季太阳晒透盒体1使组培苗的根部灼

伤，同时增加本装置的浮力，避免组培苗成长过快使浮板的吃水深度增加，进而使水床中的

水进入育苗室2内。

[0020] 更进一步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手柄16为双节折叠杆结构。打开双节折叠

杆结构的手柄16能够增加手柄16的力臂，使转动手柄16更加省力，增加使用者使用体验。

[002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197555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109197555 B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09197555 B

8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109197555 B

9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09197555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