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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调控措施对西南中山地区玄参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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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密度（种植密度、窝栽子芽个数、子芽芽头数）、栽培方式（垄作、平畦、履膜）及田间管
理措施（间苗、培土、打顶）对玄参产量的影响，以期为玄参高产种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单因子设计，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种植密度对玄参的产量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种植密度增加，总产量逐渐增加，但单株块

根产量和植株成活率呈下降趋势，综合考虑玄参种植密度以每公顷种植１１１２万株为佳。兼顾植株成活率与产量，窝
栽２～３个子芽为宜。１～３个芽头数的产量差异不大，以选择单芽做种栽最好。栽培方式中，垄作栽培较平畦栽培增
产１４％，履膜对玄参的产量影响不大。田间管理措施中，间苗能显著增产；培土不利于块根膨大，实际生产中以不培
土或浅培土为宜；花绽放时期，全打顶能显著增产。结论：获得的最佳栽培调控措施可为玄参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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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参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ｎｉｎｇｐｏｅｎｓｉｓＨｅｍｓｌ为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多年生植物，以根茎入药，应用历
史悠久。我国玄参栽培范围广泛，主产浙江，四川、

重庆、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栽培所用品

种或本地自育或外地引进。由于品种之间在植株高

矮、分枝多少、叶片大小等外部形态特征存在较大

差异，各地采用的种植密度、栽培方式、管理措施

也各不相同，大多是按当地的传统习惯进行种植。

重庆作为玄参的主产地之一，目前在密度、栽培方

式、管理措施方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玄参目前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种植技术规程［１］、施肥［２３］、病虫

害［４５］、化学［６７］、资源的分子评价［８９］等方面，关于

玄参种植密度、栽培方式的研究报道较少［１０］。本文

针对重庆玄参的特点，在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玄

参研究基地进行了密度（种植密度、窝栽子芽个数、

子芽芽头数）、栽培方式（垄作、平畦、履膜）及田

间管理措施（间苗、培土、打顶）试验，探索最佳栽

培调控措施，为西南中山地区玄参生产提供参考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
试验玄参用种为重庆市武隆区生产用种。

１２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荆竹村玄参

研究基地，海拔１３５０ｍ，年平均气温１５℃～１８℃，
土壤类型为黄壤，无霜期 ２４０～２８５ｄ，降水量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ｍ。试验地土壤有机质 ３０２％，全氮
０２％，全磷００１５％，全钾１３７７ｍｇ·ｋｇ－１，速效氮
１１７３ｍｇ·ｋｇ－１，速效磷 ５３７ｍｇ·ｋｇ－１，速效钾
８１９ｍｇ·ｋｇ－１，ｐＨ值为５２９。
１３试验设计
１３１密度试验　１）种植密度试验：设计 ６个处
理（表１）。

表１　种植密度设计
处理 密度 行株距／ｃｍ 小区宽／ｍ 小区长／ｍ 小区面积／ｍ２

Ｍ１ ３行×１３株 ５０×５０ １７ ６７ １１３９

Ｍ２ ３行×１７株 ５０×４０ １７ ７０ １１９０

Ｍ３ ３行×２１株 ４０×４０ １４ ８６ １２０４

Ｍ４ ３行×２８株 ４０×３０ １４ ８６ １２０４

Ｍ５ ４行×２８株 ３０×３０ １４ ８６ １２０４

Ｍ６ ４行×４２株 ３０×２０ １４ ８６ １２０４

２）子芽芽头数试验：选取大小一致的单芽、双
芽、三芽、四芽做种栽。

３）窝栽子芽个数试验：设置每窝栽１个、２个、
３个子芽试验。
１３２栽培方式试验　１）垄作与平畦试验。

２）履膜试验：栽种时履膜、出苗后履膜、膜侧
栽培、露地栽培。

１３３田间管理措施试验　１）间苗试验：以３个以
上芽头的子芽作种栽。当苗高约２０ｃｍ时进行间苗，
仅保留一个健壮主茎。以不间苗为对照。

２）培土试验：６月中旬第三次追肥后分别进行
培土高度为１～２ｃｍ、４～６ｃｍ和８～１０ｃｍ的处理。
以不培土为对照。

３）打顶试验：去除无叶的花或花蕾。打顶时期设
置为抽苔期、花蕾期、花绽放期；打顶程度设置为不

打顶、去１／４顶、去１／３顶、去１／２顶、全打顶。

１４试验过程

除种植密度试验外，其他试验小区长 ５８ｍ、
宽１８ｍ，小区面积 １０４４ｍ２，株行距 ４０ｃｍ×
４０ｃｍ。所有试验 ３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前茬玉
米收获后深翻地耕 ３０ｃｍ以上，捡净石块、草根，
耙细整平，使土壤细碎疏松，１月初种植时再用旋
耕机耕地１次。在整理好的小区畦面上挖穴，每穴
种植１个子芽，并施用种肥：每公顷施复合肥３００～
４５０ｋｇ、过磷酸钙１５００～２２５０ｋｇ，注意种肥不与
子芽接触。４月初齐苗时，进行第一次追肥，施用
量为每公顷尿素１８０～２７０ｋｇ；苗高３５ｃｍ时，进
行第二次追肥，每公顷穴施复合肥 ４５０ｋｇ、尿素
１２０～１８０ｋｇ和钾肥１５０～３００ｋｇ；生长中期，进行
第三次追肥，每公顷穴施钾肥１５０～３００ｋｇ和充分
腐熟后晾干的鸡粪２２５０～３０００ｋｇ。化肥选用尿
素（含 Ｎ４６％）、普通过磷酸钙（含 Ｐ２Ｏ５１２％）、
硫酸钾（含Ｋ２Ｏ５５０％）。栽种当年的１１月中旬，地
上部分枯萎时采收。

１５数据计算与统计分析

采收时统计每小区玄参的块根总鲜重，实测实

收。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处理数据，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
方差分析，并用ＬＣＤ法测验，进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密度对玄参产量的影响

２１１种植密度对玄参产量及植株成活率的影响　随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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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种植密度增加，玄参产量呈上升趋势，以 Ｍ６的产
量最高，为２１３６９８１ｋｇ·ｈｍ－２（表２）。方差分析表
明，６种密度之间的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Ｐ＜
００１）。多重比较表明，Ｍ６与 Ｍ５之间产量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其余密度处理的产
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１、Ｍ２、Ｍ３、
Ｍ４之间的产量差异不显著。如果仅从高产角度考虑，
玄参种植密度首选Ｍ６，但单株块根的产量低，商品
等级规格降低。此外，玄参在长达８个月的生育期
中，由于种栽子芽的品质、田间病虫草害、农事操

作以及植株对水分、光照、养分的竞争等因素的影

响，玄参植株采收时的成活率并不高，平均约为

７０％。从表２可以看出，收获玄参时，植株的成活
率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呈下降的趋势。每种种植

密度的植株实际成活数均低于种栽数，如 Ｍ６的平均
成活率为５４８１％，每公顷植株的实际成活数介于
Ｍ４与 Ｍ５的种栽数，即其实际密度介于 Ｍ４与 Ｍ５之
间。种植密度过高，农业操作难度大，且所需种栽

子芽较多，投入成本相对较高。因此综合考虑产量、

块根商品等级规格及植物成活率，玄参种植密度以

Ｍ５为宜。
２１２窝栽子芽个数对玄参产量及植株成活率的影
响　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表明窝栽子芽个数之间的
产量差异不显著，但从产量趋势看，窝栽３个子芽
的产量最高，窝栽２个子芽次之（表３）。从采收时
统计的植株成活率看，栽种２个或３个子芽，均能
长成植株的比率并不高，但至少有１个子芽长成植
株的比率明显提高，因此，为确保更高的植株成活

率，实际生产中每窝宜栽种２～３个子芽。
２１３子芽芽头数对玄参产量及植株成活率的影
响　方差分析表明，单芽、双芽、三芽之间产量无
显著差异，但均与四芽的产量差异显著（表４）。从
产量趋势看，以单芽产量最高，所以，实际生产中

选择单芽做种栽最好。从采收时统计的植株成活率

看，以三芽、四芽的成活率最高，均在 ９０％以上，
但单芽与双芽的成活率则较低。

表２　种植密度对玄参产量、植株成活率的影响

处理 植株成活率／％ 种栽数（万株／公顷） 成活数（万株／公顷）
产量（ｋｇ／小区）

Ⅰ Ⅱ Ⅲ 合计 平均
折合产量／ｋｇ·ｈｍ－２

Ｍ１ ８１４８ ３４３ ２７９ １７８５ １４４７ １１８１ ４４１３ １４７１ １２９２２７０Ｃｄ

Ｍ２ ７７０４ ４２９ ３３１ １７８３ １６４２ １３１６ ４７４０ １５８０ １３２８４４２Ｃｃｄ

Ｍ３ ７２０４ ５２４ ３７７ ２０５６ １７５５ １３８７ ５１９７ １７３２ １４３９５４２Ｃｃｄ

Ｍ４ ７０１９ ６９８ ４９０ ２１５４ １８０１ １４５５ ５４１０ １８０３ １４９８４３４Ｃｃｄ

Ｍ５ ６７７８ ９３１ ６３１ ２４６４ ２０４８ １８３９ ６３５２ ２１１７ １７５８４７７ＢＣｂｃ

Ｍ６ ５４８１ １３９６ ７６５ ２６３３ ２５９２ ２４９０ ７７１５ ２５７２ ２１３６９８１ＡＢａｂ

　　注：同一列大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窝栽子芽个数对玄参产量的影响

处理
植株成活率／％ 产量（ｋｇ／小区）

达到试验设计子芽个数 至少１株成活 Ⅰ Ⅱ Ⅲ 合计 平均
折合产量／ｋｇ·ｈｍ－２

１个 ８２２２ ８２２２ １６１０ １３５９ １０８２ ４０５１ １３５０ １２９３９８０Ａａ

２个 ４２２２ ９２２２ １７１６ １３６４ １１０７ ４１８６ １３９５ １３３７３３５Ａａ

３个 ３１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３７ １６６５ １４９３ ４９９６ １６６５ １５９５７９８Ａａ

　　注：同一列大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４　子芽芽头数对玄参产量的影响

处理 植株成活率
产量（ｋｇ／小区）

Ⅰ Ⅱ Ⅲ 合计 平均
折合产量／ｋｇ·ｈｍ－２

单芽 ６６６７Ｂｂ １７７５ １７２３ １６５６ ５１５５ １７１８ １６４６４１７Ａａ

双芽 ６２５０Ｂｂ １６８２ １６７４ １６１３ ４９６９ １６５６ １５８７０００Ａａ

三芽 ９２２６Ａａ １６４９ １６５８ １５９５ ４９０２ １６３４ １５６５９１７Ａａ

四芽 ９２５９Ａａ １５３７ １３０２ １２０７ ４０４６ １３４９ １２９２７９２Ｂｂ

　　注：同一列大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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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栽培方式对玄参产量的影响

垄作与平畦栽培玄参的产量差异不显著，但单

纯比较二者的产量，垄作较平畦增产约１４％（表５），
所以实际生产中建议采用垄作方式种植。

４种履膜栽培的玄参产量差异不显著，但多重
比较表明出苗后履膜与膜侧栽培Ｐ值在００５水平上
产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履膜处理间的产量

差异不显著（表５），说明履膜对玄参的产量影响不
大，实际生产中可以考虑种植成本进行选择。

２３田间管理措施对玄参产量的影响

２３１间苗试验　玄参子芽一般长１个芽头，但也有
子芽长多个芽头，每个芽头均可萌发生长为主茎。

通过间苗比较试验，发现间苗的增产效果明显，达

２８％（表６），产量差异达显著水平。由此可见，间
苗能显著增产，实际生产中，对生长有多个主茎的

植株，应在苗期及时的去除长势较弱的主茎。

２３２培土试验　培土试验产量结果表明（表 ６），
不培土的产量最高。３个培土高度比较，随着培土
高度的增加，产量呈下降趋势。不培土与其余３个
培土处理之间的产量差异达显著水平，而３个培土
高度处理两两之间产量差异不显著。田间观察发

现，培土越高，子芽的数量越多。以上结果可看

出，培土能促进子芽的生长，不利于块根膨大。因

此，可根据生产的目的，选择培土与否以及培土

高度。

２３３打顶试验　３个打顶时期的产量差异不显
著（表６），产量以花蕾期略低，抽苔期和花绽放期
的产量差异不大。因此，为防止在抽苔期打顶后，

引起侧枝花蕾的生长，打顶时期选择花绽放期为佳。

４个打顶程度处理的产量差异极显著（表６），产量以
全打顶最高，不打顶最低。以上结果表明，玄参在

开花过程中会消耗不少营养，从而影响块根的生长，

所以全打顶是增产的有效措施。

表５　栽培方式对玄参产量的影响

处理
产量（ｋｇ／小区）

Ⅰ Ⅱ Ⅲ 合计 平均
折合产量／ｋｇ·ｈｍ－２

垄作 １６５９ １５２０ １９９６ ５１７５ １７２５ １６５３１２５Ａａ

平畦 １３３５ １３２４ １７９２ ４４５１ １４８４ １４２２１６７Ａａ

栽种时履膜 １７９６ １６８３ １４３６ ４９１４ １６３８ １５６９６７３Ａａｂ

出苗后履膜 １５２９ １５４７ １５１４ ４５９０ １５３０ １４６６２８８Ａｂ

膜侧栽培 １８１７ １７１６ １６７４ ５２０６ １７３５ １６６３０５３Ａａ

露地栽培 １６９０ １６８３ １６７６ ５０４８ １６８３ １６１２７７３Ａａｂ
　　注：同一列大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６　田间管理措施对玄参产量的影响

处理
产量（ｋｇ／小区）

Ⅰ Ⅱ Ⅲ 合计 平均
折合产量／ｋｇ·ｈｍ－２

间苗 间苗 ２３９７ １９４１ １９６１ ６２９９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２５００Ａａ

不间苗 １７９７ １４０３ １３１４ ４５１３ １５０４ １４４１３３３Ａｂ

培土 不培土 ２８１４ ２１５４ ２４８３ ７４５１ ２４８４ ２３８００７８Ａａ

培土１～２ｃｍ ２１５８ １７４５ １９５１ ５８５３ １９５１ １８６９８２３ＡＢｂ

培土４～６ｃｍ １８１３ １７３５ １７７３ ５３２１ １７７４ １６９９７３８Ｂｂ

培土８～１０ｃｍ １７６８ １５８７ １６７７ ５０３２ １６７７ １６０７４６０Ｂｂ

打顶时期 花绽放期 ２１０５ １９３０ １５７９ ５６１４ １８７１ １７９３０４２Ａａ

花蕾期 ２０９４ １５４８ １４９８ ５１４０ １７１３ １６４１６２５Ａａ

抽苔期 ２３７０ １７２７ １５５８ ５６５５ １８８５ １８０６４５８Ａａ

打顶程度 不打顶 １７３１ １８５７ １７３４ ５３２２ １７７４ １７０００８３Ｃｄ

去１／４顶 １８９６ １８９１ １９４８ ５７３５ １９１２ １８３２３３３Ｂｃ

去１／３顶 １９０９ １９１７ １９５０ ５７７６ １９２５ １８４４７９２Ｂｃ

去１／２顶 ２０９８ ２０５７ １９７６ ６１３１ ２０４４ １９５８８３３ＡＢｂ

全打顶 ２１０５ ２１６８ ２２１６ ６４８９ ２１６３ ２０７２８７５Ａａ
　　注：同一列大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写字母表示Ｐ值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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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结与讨论

密度是协调个体和群体最有效的措施。对玄参

而言，种植密度、窝栽子芽个数以及子芽的芽头数

均是影响密度的构成因素。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对产量的影响，选择适宜的密度，才能获得最大的

经济效益。合理种植密度是群体高产的基础，玄参增

产靠群体效应，栽种过稀，虽然单株块根的产量高，

但有效块根数量的不足限制玄参总产量的提高；栽种

过密，植株长势弱，单株块根的产量低，商品等级规

格降低，且由于群体过大，通风透光不良，易感病，

死亡率提高。因此，根据玄参田间的最终成活率合理

密植，可以充分利用阳光、空间和地力，迅速提高叶

面积指数，增加植株光合效率和光合产物的积累。玄

参种植密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还要根据品种的特性，

立地环境条件和栽培管理条件而定。此外，玄参生长

过程中由于病虫危害、农事操作等原因，难以达到全

成活率，因此，每窝栽种２～３个子芽，可以保证尽
可能高的成活率。子芽的芽头数过多，地上主茎多，

营养生长消耗的养分也多，最好选择单芽做种栽或适

时去除多余的主茎，保留一个健壮主茎。

栽培方式的选择上，虽然垄作较平畦能提高玄

参产量，但劳动强度大，产区可视劳动力情况进行

选择。本试验中，履膜对玄参的产量影响不大，生

产中采用履膜的栽培方式更多是以除草为目的，虽

然节约了人工除草的劳动力成本，但同时增加了农

用膜成本以及履膜与破膜接苗劳动力成本。

田间管理措施中，大部分子芽仅一个芽头，所

以间苗不是增产的主要措施；培土有利于子芽的生

长，但不利于块根膨大，实际生产中以不培土或浅

培土为宜；打顶时期试验结果与文献报道［１２］相

一致，即选择在花绽放时期，全打顶能显著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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