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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结果表明 , 增施氮肥可以促进黄山贡菊花芽分化 , 使成花数增加 ; 氮肥施用量过大 , 不利于每株花朵数和百朵鲜花重的提
高 ; 氮肥对黄山贡菊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最高产量施氮量试验I 为198 .89 kg/ hm2 , 试验II 为270 .42 kg/ hm2 。在该试验氮肥用量范围内, 菊
花产量先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 达到极大值后 , 开始随施氮量的增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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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菊 , 学名菊花( Chrysanthemum morifoliu m Ramat) 是我国

六大药用菊之一, 主产于安徽歙县, 历来被当作一种重要的

中药材 , 并出口东南亚。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贡菊已逐步从纯中药材走向保健饮料市场, 贡菊及其制成品

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长期以来, 广大农户仅凭经验施肥 ,

肥料品种单调、结构不合理, 已造成土壤养分严重失衡, 是当

前出现的肥料越施越多而菊花产量却不如以前的主要原因。

笔者开展了黄山贡菊氮肥合理施用技术研究, 以期为贡菊合

理施用氮肥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贡菊主产区歙县三阳镇进行 , 设2 个田间试验。

试验I 和试验II 的土壤基本理化性状见表1。试验设5 个氮

水平 处 理: 施 纯 氮 ①0 kg/ hm2 ( CK) , ②75 kg/ hm2 , ③150

kg/ hm2 , ④225 kg/ hm2 , ⑤300 kg/ hm2 。磷、钾用量为 P2O5 60

kg/ hm2 和K2O180 kg/ hm2 , 此外, 施硫酸锌、硼砂各7 .5 kg/ hm2 。

其中氮肥基肥、分枝肥、蕾肥各占40 % 、15 % 、35 % , 钾肥基

肥、蕾肥各占50 % 。磷肥、锌肥、硼肥全部一次性基施。小区

面积20 m2 , 完全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

  表1 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

项目
有机质

g/ kg

全N

g/ kg

全P

g/ kg

速P

mg/ kg

速K

mg/ kg

缓K

mg/ kg

碱解N

mg/ kg
试验I 22 .98 1 .39 0 .46 47 .50 124 .09 455 .47 138.48

试验II 23 .03 1 .31 0 .66 19 .75 46 .75 267 .60 105.04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施氮水平对菊花生长的影响 不同施氮水平对黄

山贡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表2) ,2 个试验贡菊

每株花朵数以不施氮处理最低( CK) , 施用氮肥可以明显促进

花芽分化, 使成花数增加。每株花朵数以处理④最高, 继续

增加氮肥的施用量, 每株花朵数减少。不施氮与低量氮肥处

理对贡菊百朵鲜花重影响不大, 但当施氮量达300 kg/ hm2 , 百

朵鲜花重下降明显, 分别较CK 下降了7 .10 g( 试验I) 和1 .86

g( 试验II) 。可见氮肥施用量过大, 不利于每株花朵数和百朵

鲜花重的提高。

  表2 不同施氮水平对黄山贡菊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的影响

处理
花朵数∥朵/ 株

Ⅰ Ⅱ

百朵鲜花重∥g

Ⅰ Ⅱ

产量∥kg/ hm2

Ⅰ Ⅱ

增产率∥%

Ⅰ Ⅱ

氮肥增产效果∥kg/ kg( N)

Ⅰ Ⅱ

①( CK) 370 .99 550 .48 49 .51 47 .25  2309 .5 cC  3 293 .3 cC 100 .0 100 .0 -    -

② 439 .58 791 .36 50 .72 47 .40 2826 .4 bBC 4 335 .6 bBC 122 .4 131 .6 6 .89   13 .89

③ 517 .50 925 .73 50 .71 47 .17 3218 .3 aAB 5 461 .1 bB 139 .3 165 .8 6 .06 14 .45

④ 618 .15 1 010 .57 49 .11 47 .10 3785 .2 aA 6 128 .1 aA 163 .9 180 .1 6 .56 13 .0

⑤ 560 .33 975 .41 42 .41 45 .39 2976 .5 aAB 5 877 .9 bAB 128 .9 178 .5 2 .22 8 .62

 注 : 差异显著性检验为 LSD 法 , 小写字母表示0 .05 差异水平 , 大写字母表示0 .01 差异水平。

  从表2 还可以看出, 增施氮肥对黄山贡菊有显著的增产

效果, 处理②～⑤分别较CK 增产22 .4 % ～63 .9 %( 试验I) 和

31 .6 % ～80 .1 %( 试验II) , 处理③、④、⑤与 CK 产量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由于两试验土壤基础肥力不同, 氮肥对菊花的

增产效果也不尽相同, 试验I 氮肥的增产效果为2 .22 ～6 .89

kg/ kg( N) , 试验II 为8 .62～14 .45 kg/ kg( N) 。两试验氮肥对贡

菊的增产趋势一致, 最高产量均出现在处理④, 当施氮量为

300 kg/ hm2 , 菊花产量有所降低。

  由产量效应方程可以得到以下2 个方程:

Y1 = - 0 .031 4 x2 + 12 .49 x + 2 210 .9   R2 = 0 .824 4

Y2 = - 0 .038 6 x2 + 20 .876 x + 3 192   R2 = 0 .982 1

计算可得最高产量施氮量: 试验 I 为198 .89 kg/ h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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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II 为270 .42 kg/ hm2 。将肥料效应方程绘制成图( 图1) 可

以看出, 在该试验氮肥用量范围内 , 菊花产量先随施氮量的

增加而增加, 达到极大值后, 开始随施氮量的增加而降低。

图1 不同氮量对菊花产量影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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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供铁水平烟草接种PVYN 后POD 活性的变化

图4 不同供铁水平烟草接种PVYN 后CAT 活性的变化

2 .4  CAT 活性的变化  由图4 可见,Fe3 处理在接种后2 d

就出现明显的峰值 , 高于Fe1 处理41 .77 % 、Fe2 处理35 .84 %

和Fe4 处理33 .44 % , 随后各处理在接种后10 d 出现酶活高

峰, 其中以Fe3 处理的酶活最高, 此时各处理均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脉坏死症状, 但Fe3 处理坏死症状不明显。Fe2 和Fe4

处理在接种后4 d 也出现了峰值 , 但比 Fe3 处理峰值出现的

时间要晚, 且峰值低。而Fe1 处理酶活性变化不大。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缺铁处理的烟草受 PVYN 侵染后7 d , 烟

株叶片已经表现出较明显的明脉症状, 而其他处理显症较

迟, 直到侵染后8 ～9 d 才显症。Fe3( 3 .36 mg/ L) 处理在接种

PVYN 后出现防御酶活性的峰值均高于其他处理 , 在接种

PVYN 后发病时间较迟 , 症状表现也较轻。由此可见 ,PPO、

PAL、POD、CAT 防御酶活性的变化与缓解 PVYN 对烟草造成

的伤害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Fe3( 3 .36 mg/ L) 处理的烟草幼

苗在感染PVYN 后, 整个防御酶活性升高, 从而使植物的抗性

增强。因而可以结合生产实践在烟株苗期进行合理施肥, 利

用营养的改善来减轻植物病毒病的发生, 从而为控制烟草病

毒病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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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施氮水平对黄山贡菊不同生育时期生物学产量

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图2) , 苗期由于贡菊对养分的需求

量较少, 增施氮肥对此期生物量影响较小, 各处理生物量差

异不明显。分枝期贡菊生长速度加快, 对氮素养分的需求

量增大, 此期各施氮处理生物量较CK 均有显著地提高。蕾

期和成熟期各处理贡菊生物量的变化趋势和分枝期相同,

各处理的生物量均以CK 最低。

  由图2 可见 , 贡菊生长发育的中后期生物量以处理⑤

生物量最大, 结合产量试验结果 , 虽然增加施氮量有利于提

高贡菊的生物量, 但其每株菊花的花朵数、百朵鲜花重和产

量较处理④下降的较多 , 说明过量施用氮肥 , 可导致菊花营

养生长过盛, 造成徒长 , 不利于菊花产量的提高。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 氮肥对黄山贡菊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最高

产量施氮量试验I 为198 .89 kg/ hm2 , 试验II 为270 .42 kg/ hm2。

图2 氮肥对黄山贡菊不同生育时期生物量的影响

在该试验氮肥用量范围内 , 菊花产量先随施氮量的增加而

增加 , 达到极大值后, 开始随施氮量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在

制定施肥方案时 , 要充分考虑土壤基础肥力状况和菊花对

氮素养分的需求量, 合理施用氮肥; 过量施用氮肥 , 可导致

菊花营养生长过盛 , 造成徒长, 不利于菊花产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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