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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不同处理对椭圆叶花锚生长发育的影响。[方法] 设尿素处理组、磷酸二铵处理组、对照组 3 个处理 ,3 次重复 ,测定
各组椭圆叶花锚的植株高度、根势、叶片数、分枝数、开花数以及生物量。[结果] 尿素处理组的叶片数、分枝数、开花数以及药材产量(地
上、全株生物量)均大于磷酸二铵组与对照组 ,而各组株高与根势生长情况的差别较小。[结论] 尿素对椭圆叶花锚的栽培效果优于磷
酸二铵。
关键词　椭圆叶花锚 ;药材栽培 ;尿素 ;磷酸二铵
中图分类号　S567. 23 +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8) 27 - 11861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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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wa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Method]Three
treatments (Urea treatment group ,diammonium phosphat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et in the experiment with 3 replications to detect plant
height ,root potential ,leaf number ,branch number ,number of flower bud and biomass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in all experimental groups. [ Result ]The
leaf number ,branch number ,number of flower bud and Output of crude Drug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in urea treatment group were more than that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in diammonium phosphat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however ,the plant height and root potential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 Conclusion]The urea generated better effect on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cultivation than that produced by diammonium phos2
phate trea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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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椭圆叶花锚 (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为龙胆科花锚属的

两年生草本植物 ,主要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地区 ,是藏医药

系统中用于治疗肝胆系统疾病的常用植物药之一。化学分

析研究表明[1 - 6] ,椭圆叶花锚含有山酮类、三萜类、黄酮类、

獐牙菜苦苷、当药苷、齐墩果酸、谷甾醇等化学成分。我国野

生椭圆叶花锚在青藏高原地区分布广泛 ,资源丰富 ,但由于

过度采挖 ,导致其资源量迅速锐减 ,因此椭圆叶花锚的人工

引种栽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课题组近年来致力于对野

生椭圆叶花锚人工栽培技术研究 ,目前已引种栽培成功[7] ,

并获得国家专利局审批专利。

药材的人工栽培涉及田间管理技术 ,如何根据药材本身

的生理学特征、生物学特性制定合理的栽培方案 ,提高栽培

效率和药材产出质量 ,是人工栽培技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就

椭圆叶花锚而言 ,掌握椭圆叶花锚在生长发育期间对光照、

肥料、水分等条件的适应能力 ,对优化和提高栽培技术有重

要意义。鉴于此 ,笔者通过施用不同肥料研究椭圆叶花锚的

生长发育情况 ,旨在为制定良好的施肥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种子为椭圆叶花锚种子 ,采自青海省湟水

流域西宁地区野生植物居群 (海拔2 200～2 800 m) ,播种前经

低温处理 ;供试肥料为尿素、磷酸二铵。

1. 2 　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该试验在青海省平安县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试验基地进行。选取平整均一的农田 0. 067 hm2 ,平均划

分为 3 个小区 ,即设置 3 个处理组 ,分别为尿素处理组、磷酸

二铵处理组、对照组 ,3 次重复 ,共 9 小组 ,每个小区面积为

222. 2 m2。

1. 2. 2 　施肥方式。于 2006 年～2007 年进行。2006 年春季 ,

以相同方式分别在 3 个小区播种 ,大约 30 d 后萌发 ,萌发后

任其自然生长 ,2007 年开始施肥 (各组管理方式一致) ,分 2

次施肥 (分别在 4 月底返青期与 6 月中旬花果前期施肥) ,尿

素处理组施尿素 330 kg/ hm2 ,磷酸二铵处理组施磷酸二铵 240

kg/ hm2 ,对照组不施任何肥料。

1. 2. 3 　调查方式及内容。于 2007 年 5～9 月末采样 ,每月末

分别采集各处理组的椭圆叶花锚 ,每组随机选取 20 株 ,测定

其株高、根长、叶片数、分枝数、开花数 ;阴干后 ,测定其地上

与地下生物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肥料对植株高度的影响 　由图 1 可见 ,各处理组

的椭圆叶花锚植株高度差异较小 ,在生长发育期内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6～7 月株高增长较快 ,各组植株均在 8 月末最

高 ,达 100 cm左右 ,9 月植株高度基本保持不变。可见 ,尿素

与磷酸二铵对椭圆叶花锚的株高生长无显著差异 ,同时发现

生长发育过程的中期 (8 月) 是株高增长期 ,而在前期和后期

株高增长变化幅度较小。

2. 2 　不同肥料对根势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 ,各组椭圆叶花

锚的主根长度在整个生长季节内变化不大 (经测定侧根增

多 ,主根变粗) ,5～9 月间 ,对照组椭圆叶花锚的主根长度大

于施肥组 ,这表明尿素与磷酸二铵对椭圆叶花锚根势的影响

不显著。

2. 3 　不同肥料对叶片数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 ,各处理组的

叶片数量均在 7 月末达最大 ,之后开始脱落 ,9 月末基本全部

脱落。5 月椭圆叶花锚处于返青期 ,各组新萌发的叶片均为

14 片左右 ,6 月末各组差异较小 ,7 月末尿素处理组的椭圆叶

花锚叶片最多 ,达 200 片左右 ,其次为磷酸二铵处理组 ,对照

组最少。可见 ,尿素对椭圆叶花锚叶片数量的促进作用强于

磷酸二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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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植株高度的影响

Fig. 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plant height of Halenia el2

lipitica D. Don.

图 2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根势的影响

Fig. 2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main root length of Hale2

nia ellipitica D. Don.

图 3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叶片数的影响

Fig. 3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leaf number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2. 4 　不同肥料对分枝数的影响 　经实地观察 ,各处理组的

椭圆叶花锚均在 6 月份出现分枝。由图 4 可知 ,7 月末各处

理组的分枝数均达最大 ,8～9 月末几乎保持不变。6～9 月

尿素处理组的分枝数大于其余 2 组 ,其中以对照组的分枝数

最低。这表明 ,尿素和磷酸二铵均可增加椭圆叶花锚的分枝

数量 ,且尿素的促进作用强于磷酸二铵。

2. 5 　不同肥料对开花数的影响 　经实地观察 ,各处理组的

椭圆叶花锚均在 7 月开花 ,8 月果实发育 ,9 月成熟 ,施肥对

开花物候期的影响较小 ,但对开花或结实数量的影响较大。

如图 5 所示 ,8～9 月末 ,尿素处理组的椭圆叶花锚果实数均

大于对照组与磷酸二铵处理组 ,这表明尿素可以提高椭圆叶

花锚的结实率 ,而磷酸二铵对结实率的影响较小。

图 4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分枝数的影响

Fig. 4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branch number of Haleni2

a ellipitica D. Don.

图 5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开花数的影响

Fig. 5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flower number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图 6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地上生物的影响

Fig. 6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aboveground biomass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2. 6 　不同肥料对生物量的影响　生物量 (用干重表示 ,由于

各组处理的栽培密度相同 ,因此单株生物量代表药材产量)

的变化如图 6～8 所示。6～8 月是椭圆叶花锚地上部分的快

速生长期 ,8 月末生长速度达最大 ,9 月末叶片枯萎且脱落 ,

生物量降低 ;由于椭圆叶花锚的重量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 ,

因此 ,地上生物量与全株生物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由图

6～7 可知 ,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的变化不同 ,其中尿素

处理组椭圆叶花锚的地下生物量在 8 月末达最大 ,而对照组

与磷酸二铵处理组在 7 月末最大。可见 ,尿素可使椭圆叶花

锚地下部分的生长期延后。就地上生物量与全株生物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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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Fig. 7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underground biomass of

Halenia ellipitica D. Don.

图 8 　不同肥料对椭圆叶花锚全株生物量的影响

Fig. 8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the biomass of individual

plant in H. ellipitica

言 ,尿素处理组大于对照组与磷酸二铵处理组 ,这表明尿素

对椭圆叶花锚地下生物量与全株生物量的促进作用强于磷

酸二钠。

3 　结论与讨论

(1)在不同处理条件下 ,尿素处理组椭圆叶花锚的叶片

数、分枝数、开花数、药材产量均大于对照组与磷酸二铵处理

组 ,而磷酸二铵处理组的椭圆叶花锚与对照组相比 ,仅分枝

数有明显增加。该试验表明 ,尿素对椭圆叶花锚栽培效果优

于磷酸二铵 ,同时二者也存在相同之处 ,表现为二者均对花

锚植株高度与主根长度影响较小。

(2)尿素中仅含 N 元素 ,N 为 46. 7 % ,磷酸二铵中含 N 和

P ,N 为 20 % ,P 为 22. 13 % ,就 N 含量而言 ,尿素大于磷酸二

铵。试验结果表明 ,尿素对椭圆叶花锚生长的促进作用优于

磷酸二铵 ,这可能与肥料中的 N 含量有关。由于该试验未设

置施肥量梯度水平 ,因此对施肥量与药材产量的量效关系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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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剂 3 750、5 625、7 500 g/ hm2 3 个处理对幼虫的防治效果

分别为 87. 54 %、88. 32 %、88. 09 % ,处理间防治效果无显著差

异 ,但均显著高于对照药剂40 %毒死蜱乳油7 500 g/ hm2 的防

治效果 (为 61. 66 %) 。

2. 2 　保果效果 　表 1 还表明 ,试验药剂 30 %毒死蜱微囊悬

浮剂 3 750、5 625、7 500 g/ hm2 处理对花生的保果效果分别为

84. 71 %、85. 98 %、86. 83 % ,处理间防治效果相当 ,无显著差

异 ;但上述 3 个处理的保果效果均显著高于对照药剂 40 %毒

死蜱乳油 7 500 g/ hm2 处理 (防治效果为 60. 64 %) 。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30 %毒死蜱微囊悬浮剂对花生蛴螬 (暗

黑鳃金龟、大黑鳃金龟、铜绿鳃金龟等混合种群幼虫)的防治

效果非常好 (显著高于标准对照药剂) ,同时对花生具有非常

高的保果效果 ,且在试验浓度范围内无药害发生 ,使用安全 ,

可在生产上大面积使用。建议在生产上推广使用 30 %毒死

蜱微囊悬浮剂 3 750～7 500 g/ hm2 防治花生蛴螬。适宜播种

期穴施。将药剂对水 (600 L/ hm2)稀释成药液 ,定量 (5 ml/ 穴)

喷施于播种穴内 ,然后播种、盖土 ,仅施 1 次即可。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为害花生的蛴螬种类繁多 ,生活史长

短不一 ,生活习性各异 ,发生规律复杂 ,因此防治效果与蛴螬

种类、药剂性质、防治方法、防治时期有密切关系。30 %毒死

蜱微囊悬浮剂属于缓释剂型 ,持效期长 ,仅播种期施药 1 次

对花生蛴螬混合种群防效极佳 ,可作为替代高毒产品的优良

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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