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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

的植生卡板，属于生态修复技术领域，其技术方

案要点是，包括支撑框架、垫在支撑框架上的植

生垫以及嵌设在植生垫上的蓄水包；支撑框架的

一侧铰接有多个第一定位钩，另一侧成排设置有

多根外凸的凸刺。该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

卡板能够有效减缓陡坡上栽有植物位置的水土

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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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

包括支撑框架(1)、垫在所述支撑框架(1)上的植生垫(2)以及嵌设在所述植生垫(2)上

的蓄水包(3)；

所述支撑框架(1)的一侧铰接有多个第一定位钩(5)，另一侧成排设置有多根外凸的凸

刺(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框

架(1)被弯折成对称的三段式结构，整体呈C字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框

架(1)由不锈钢丝编织而成，整体呈网状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生垫

(2)为营养垫，所述植生垫(2)为无纺布编制的袋子填充植生物料后平铺固定在支撑框架上

形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包

(3)由内夹颗粒状保水剂的吸水绵裹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框

架(1)、所述植生垫(2)以及所述蓄水包(3)通过多个捆扎带(4)捆扎在一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每根所述凸

刺(6)上均通过连接绳(7)绑扎有第二定位钩(8)。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凸刺

(6)的尖刺端呈Z字型弯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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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修复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

背景技术

[0002] 在陡坡生态修复工程中，常常会先在陡坡上覆盖一层金属网片，这些金属网片覆

盖包裹在所需防护的陡坡上，以限制因坡面岩石土体风化剥落而造成的大面积崩塌，从而

起到加固坡面的作用，陡坡在覆盖上金属网片之后，往往都会再在坡上栽种植物，以达到陡

边坡生态修复的目的。

[0003] 挂网喷播基材是国内应用广泛的陡边坡生态修复技术，基材喷播厚度一般为6～

10cm，在陡坡上应用时，基材喷播厚度无法提供灌木根系发育所需的土壤空间，如整体增加

喷播厚度，容易导致过厚基材在重力作用下产生失稳下滑。

[0004] 常规的挂网喷播基材施工，基材结构内未设置水分、养分集中存储部位，在不利气

候和养护条件影响下，基材容易出现基材干燥缺水、肥力不足的情况，导致在陡坡上栽种的

植物根系生长较为缓慢，植物的抗倾倒能力差，植物的死亡率也较高，因此，市面上需要一

种能够减缓陡坡水土流失的植生卡板。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

的植生卡板，该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能够有效减缓陡坡上栽有植物位置的水土

流失。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用于陡坡生态

修复的植生卡板，包括支撑框架、垫在所述支撑框架上的植生垫以及嵌设在所述植生垫上

的蓄水包；所述支撑框架的一侧铰接有多个第一定位钩，另一侧成排设置有多根外凸的凸

刺。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支撑框架被弯折成对称的三段式结构，整体呈C字型。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支撑框架由不锈钢丝编织而成，整体呈网状结构。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植生垫为营养垫，所述植生垫为无纺布编制的袋子填充植

生物料后平铺固定在支撑框架上形成。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蓄水包由内夹颗粒状保水剂的吸水绵裹制。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支撑框架、所述植生垫以及所述蓄水包通过多个捆扎带捆

扎在一起。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根所述凸刺上均通过连接绳绑扎有第二定位钩。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凸刺的尖刺端呈Z字型弯折。

[001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该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可通过第一定位钩和凸刺来稳固安装在陡坡

上，并让植生卡板垂直于陡坡的坡面设置，这样一来，植生卡板一方面能够用于对初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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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另一方面能够截取流失的水土，流失的土壤能够被植生卡板托举起来，而蓄水包则

能够吸取流失的部分水分，以供植物根系吸收，从而有效减缓陡坡上栽有植物位置的水土

流失，使植物所在的位置水土充沛，以确保植物茁壮成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安装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2的A处的放大图。

[0019] 图中：1、支撑框架；2、植生垫；3、蓄水包；4、捆扎带；5、第一定位钩；6、凸刺；7、连接

绳；8、第二定位钩。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长度”、“宽度”、“上”、“下”、“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

制。

[0022]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发明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3]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

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4] 参见图1‑3，一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设于坡面上，坡面上铺设了陡坡

金属网片，植生卡板安装在金属网片上，这类金属网片的作用是作为喷播基材(即栽培基

材)的加筋构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坡面上铺设陡坡金属网片是本领域常规技术手

段，所以关于具体如何铺设金属网片、金属网片的具体结构以及规格，本实施例中就不再赘

述。

[0025] 该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包括支撑框架1、垫在支撑框架1上的植生垫2

以及嵌设在植生垫2上的蓄水包3。

[0026] 支撑框架1是整个植生卡板的骨架，用于植生卡板的成型以及支撑，支撑框架1可

被弯折成对称的三段式结构，整体呈C字型(如图1或图2所示)，该种结构拦截、支撑能力较

强，支撑框架1可由不锈钢丝编织而成，整体呈网状结构，该种材质耐酸碱腐蚀，易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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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网状结构质量轻，能够用于排除多余水分，避免植生卡板上因积水而造成植物根系腐烂。

[0027] 植生垫2一方面能够起到防漏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有效截取流失的水土，以确保

植物根系处的土壤密实且营养成分高，植生垫2可为营养垫，该种组分的植生垫2富含营养，

能够进一步促进植物生长，具体的，植生垫2可为无纺布编制的袋子填充植生物料后平铺固

定在支撑框架1上形成，无纺布可选聚丙烯(PP)或者聚酯纤维(PET)为原材料制成，填充物

可为椰糠或其它有机物料和缓释有机肥，有机物料和缓释有机肥的体积比最好为2：1，植生

垫2成型厚度最好为3～4cm，这种植生垫2的内部养分集中，可以发挥肥料包的作用，较长时

间内为植生卡板上的植物提供缓释养分。

[0028] 蓄水包3用于吸收并保留陡坡上流失的水分，被蓄水包3吸收的水分能够长时间滞

留在蓄水包3内并缓慢向植物的根系传输，起到了很好的保水作用，蓄水包3可由内夹颗粒

状保水剂的吸水绵裹制，其中吸水绵可采用涤纶材质，密度最好不小于100kg/m3，蓄水包3

可预先充水，并可以在降雨期间吸收周边基材内的过多水分，长期保持湿润，并在基材干燥

时通过毛管作用为周边植物根系输送水分。

[0029] 另外，为了确保支撑框架1、植生垫2以及蓄水包3牢固地组合在一起，支撑框架1、

植生垫2以及蓄水包3可通过多个捆扎带4捆扎在一起(如图2所示)，捆扎带4的两端分别绑

在支撑框架1的两侧，捆扎带4横跨植生垫2以及蓄水包3并将二者牢牢箍紧。

[0030] 如图2所示，支撑框架1的一侧铰接有多个第一定位钩5，另一侧成排设置有多根外

凸的凸刺6，在将植生卡板安装在坡面上时，首先将所有凸刺6均插入至坡面的土壤内，实现

对支撑框架1的预定位，然后将所有第一定位钩5均朝着坡面方向翻转，直至第一定位钩5的

弯钩端将金属网片钩住，此时，坡面、支撑框架1以及第一定位钩5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

结构，整体结构十分牢固可靠。

[0031] 为了进一步提升植生卡板的安装牢固性，如图2和图3所示，可在每根凸刺6上均通

过连接绳7绑扎第二定位钩8，在坡面、支撑框架1以及第一定位钩5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的三

角结构之后，再将所有的第二定位钩8也钩在金属网片上，如此多点固定的结构也能够有效

提升植生卡板的承载支撑能力，另外，为了避免连接绳7和第二定位钩8从凸刺6上脱落，如

图2和图3所示，可将凸刺6的尖刺端呈Z字型弯折，植生卡板与挂网喷播基材配套使用，通过

第一定位钩5和第二定位钩8来将植生卡板固定在预先覆盖在坡面的金属网片上，并通过插

入坡面的凸刺6来将整个支撑框架1与金属网片绑扎牢固。

[0032] 该种用于陡坡生态修复的植生卡板，可通过第一定位钩5和凸刺6来稳固安装在陡

坡上，并让植生卡板垂直于陡坡的坡面设置，这样一来，植生卡板一方面能够用于对初栽植

物的支撑，另一方面能够截取流失的水土，流失的土壤能够被植生卡板托举起来，而蓄水包

3能够吸取流失的部分水分，以供植物根系吸收，从而有效减缓陡坡上栽有植物位置的水土

流失，使植物所在的位置水土充沛，以确保植物茁壮成长，在植生卡板安装到位后，其一般

都是与坡面呈垂直角设置，但是操作人员可根据坡面坡度的不同，将植生卡板和坡面组合

成不同槽深的V形槽，并将蓄水包3设于该V形槽的底部，在坡面坡度为45°～60°范围时，V形

槽的有效容积更大，可以直接作为基材喷播前预先移植灌木的容器，施工时，可先用水枪将

蓄水包3喷水浸润，使吸水绵和保水剂达到吸水饱和状态，再利用客土喷播机喷射基材，直

至将V形槽填满，并与周边包裹金属网片的植生基材联为一个整体，喷播完成后，植生卡板

的内侧部分(包括蓄水包3)埋置在喷播基材内部，此时植生卡板内的基材厚度可以达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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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m，有利于灌木生长，实现在陡坡上创造局部的灌木发育优势空间。

[003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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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8933166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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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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