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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丘陵地区中小城市郊区农民的生产实际入手 ,分析了超甜玉米—“双低”油菜—广东菜心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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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the basis of the farmers’production practice inthe medium-small city inthe hilly orea , the cultivation patternof the super sweet corn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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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以南丘陵地区中小城市郊区的农民并非单一种植

大田作物或蔬菜, 往往兼而有之。超甜玉米国庆前后上市 ,

是较好的假日休闲食品。与蔬菜相比, 种植“双低”油菜避开

了用水、人工、设施、市场等矛盾, 成本低 , 效益相对较高。由

于种植“双低”油菜土壤肥力消耗不大, 有利于下茬夏秋蔬菜

生产。广东菜心耐高热、品质风味佳, 比种菜秧容易且投入

少。将广东菜心、超甜玉米等新品种引入城市卫星城郊区 ,

差异发展“超甜玉米、油菜、菜心”模式栽培 , 综合效益较好。

1  茬口安排

7 月上旬进行超甜玉米穴盘育苗 ,7 月下旬定植,9 月下

旬至10 月中旬上市, 产量达15 000 kg/ hm2 左右, 产值45 000

元/ hm2 以上 ; 油菜9 月中下旬苗床育苗,10 月下旬左右移栽

大田,5 月上中旬收割, 产量达3 300 ～4 050 kg/ hm2 ;5 月下旬

直播菜心,7 月上中旬采收上市, 产量达22 500 kg/ hm2 左右 ,

产值52 500 元/ hm2 以上。

2  超甜玉米栽培技术要点

2 .1  品种选择, 选地播种  选择国审品种“晶甜三号”。栽

培时周围300 m 内不得种植其他品种玉米, 或与其他品种玉

米花期错开20 d 以上, 或周围有高杆作物、房屋、大山等自然

屏障[ 1] 。播种方式有直播和育苗移栽2 种。

2 .1 .1 直播。撒复合肥750 kg/ hm2 , 宽1 m 垄开2 条播种沟 ,

沟距60 c m, 用种量15～30 kg/ hm2 , 每隔30c m 播2 ～3 粒种子 ,

覆细土3 ～4 c m。

2 .1 .2 育苗移栽。128 穴盘大棚中遮阳育苗。在早晚浇水 ,

苗期不宜多浇水, 保持不干即可。在2 ～3 叶时可移栽至定

植田, 密度为行距60 c m, 株距30 c m。

2 .2 中耕除草, 合理水肥 5 叶期定苗, 每穴留1 株, 浅中耕

松土除草 , 草晒死后追肥, 穴施尿素150 kg/ hm2 。适宜的土壤

水分为60 % ～70 % 。苗期怕涝害 , 应注意及时排水。10 叶期

及时中耕松土、人工除草、培土后追穗肥, 撒尿素300 kg/ hm2 ,

及时灌水。抽雄前除草培土 , 此时是玉米需水最多的时期 ,

要求田间含水量达田间持水量的80 % 。生长期内, 及时除去

无效分蘖和无效果穗。秋玉米栽培期间应注意抗倒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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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防病治虫, 适时采收  定植前在沟、穴中撒施好年冬。

大喇叭口期( 孕穗期) 用二�磷拌9 kg/ hm2 拌5 倍细沙土混

匀撒入喇叭口内, 以防治螟虫[ 2] 。超甜玉米的采收期比较严

格, 授粉后20～24 d 从外观看花丝变黑褐色时应及时采收。

3  “双低”油菜栽培技术要点

3 .1  及时定苗, 肥水勤管  选用秦优7 号、宁油14 号[ 3] 等。

9 月15～25 日育苗。播前苗床施腐熟厩肥2 kg/ m2 , 密度105

万～120 万株/ hm2 。齐苗前每间苗一次浇水一次, 三叶期前

轻浇、勤浇, 三叶期浇浇停停, 五叶期后控水。移栽前5 ～7 d

根据苗情施好起身肥 , 用硫铵112 .5 ～150 kg/ hm2 于栽前1 d

浇透起身水。

3 .2  适期早栽, 合理密植[ 4]  10 月22 日左右适期早栽 , 可

以有效利用冬前温光以促进秋发。将玉米秸秆就地机械粉

碎, 结合耕翻埋入土中后移栽, 活棵后及时中耕松土 , 防止板

结, 提高地温。活棵后7 d 内追施苗肥。合理扩行降密移栽 ,

12 万～13 .5万株/ hm2 ; 宽窄行移栽,3 m 宽畦移栽6 行, 中间

设0 .8 m 大行, 其余行距0 .4 m, 株距0 .2 m, 以改善中下部通

风、受光条件。

3 .3  足肥巧施, 优化施肥 “双低”油菜耐肥能力强, 施纯氮

300 kg/ hm2 以上, 氮、磷、钾比例为1∶0 .5∶0 .6 , 增施磷、钾和硼

肥, 磷肥基施, 钾肥分基肥、追肥 2 次施用, 产量达 3 300

kg/ hm2 以上。“双低”油菜需硼量大, 在底施硼肥7 .5 kg/ hm2

基础上, 当苔高3 c m 左右时, 结合菌核病防治, 叶面喷施

0 .2 % 硼砂溶液600～750 kg/ hm2 。施肥要“前重、中控、后足”,

基肥占总氮量的50 % , 腊肥占10 % , 苔花肥占40 % , 苔肥在现

苗至苔高10 c m 时施用。后期结合防治菌核病肥药混喷。

3 .4 防治病虫草害  在降湿的同时, 及时选用多菌灵类农

药, 在初花期和盛花期分别用药防治菌核病。化学与人工除

草相结合, 冬季结合清沟理墒、松土壅根进行人工除草, 板茬

移栽前若草较多, 可用20 % 克无踪400 倍液喷洒灭茬。移栽

后30 d 左右、杂草2～4 叶期, 用5 %“盖草灵”1 125 ml/ hm2 和

30 %“好实多”750 ml/ hm2 对水600 ～750 kg 喷洒以防除双子

叶、单子叶杂草。

4  广东菜心栽培技术要点

4 .1 选种播种 选择耐热、耐湿、纤维少、品质优良的“5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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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建筑占地面积 , 增加交往、绿化及预留空间。

2  现阶段我国高校校园景观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

2 .1  非生态的景观规划设计  近年来国内高校建筑与自

然环境的矛盾更为突出。同时 , 设计、施工中对环境重视不

足, 导致了一定程度上对校园环境的破坏。

2 .2  校园布局不合理  教学区建筑规划设计不利于提高

教学科研设备及课堂利用率 , 规划时对扩展预留地重视不

够。现有的校园空间环境不适应社会扩大再教育的需求,

不适应高校社会化、开放化的要求, 不适应当代学科交叉的

教学与科研模式。

2 .3  人性化设计欠缺  除了学习、运动、休息等基本的校

园生活外 , 学生还要进行广泛的交流。在规划校园环境时,

要尽力创造能满足师生自由交流的建筑内外活动空间, 促

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校与社会间的交流。

2 .4  文化内涵欠缺  某些校园高速、大规模的建设忽视了

对校园优越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对用地系统功能内涵的保

护, 导致校园景观中人工元素占据绝对优势 , 校园环境的文

化内涵得不到恰当的体现。

2 .5  忽视校园环境设计  现代化校园要处理好各种不同

功能区建筑之间的关系, 同时要创造适合师生停留、小憩、

谈话的室内外场所。

2 .6  校园环境缺乏个性  国内高校创建初期采用了前苏

联模式, 后来由于国际式风格的泛滥和造价的限制, 高校校

园风格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格局。

3  现阶段我国校园景观规划设计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 高校校园规划与景观规

划设计方法与理念也打破了常规, 呈现百家争鸣的场面。

规划师广泛吸取国外校园规划与景观规划设计的先进理

念, 努力引导校园建设向开放、人性、生态、人文化发展。

3 .1  空间环境人文化、生态化 在校园中营造多层次的交

往空间 , 使师生可以更好的交往, 使学生在课内、外均受到

来自环境和师长的熏陶。以尊重自然的态度对校园进行生

态设计 , 保持校园的可持续发展, 最终形成人文化、生态化

的校园空间格局。

3 .2  空间布局社会化、开放化  社会化、开放化的校园既

是社会的需要又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目前 , 我国高校

校园开放化方式有: ①将体育服务设施、图书馆、实验室等

与社会共享的资源共享型; ②将包括学生宿舍、食堂等后勤

服务设施交给社会进行开发、管理或与校方联合管理的联

合管理型 ; ③将大学的技术优势与社会结合的产业转化型。

3 .3  校园建设组团化、网络化  目前, 我国高校新校园规

划呈现出综合化、组团化、网络化倾向。这种倾向有利于节

约土地、能源和共享资源, 还有利于校园的大规模建设。

3 .4  “灰空间”、“模糊空间”等理论的提出  传统的功能分

区常带来隔离和单调的环境感。多元化的生活需要多样化

的选择。“灰空间”、“模糊空间”等理论就是对绝对分区做

法的否定。这些理论正渗透进大学校园的规划里。国外许

多大学在教学区布置食堂、小卖、咖啡馆 , 在宿舍区布置自

习室、图书室 , 使整个校园功能有机地穿插在一起。

3 .5  校园发展兼顾现实与未来  现代校园的规划不是一

个终极的完整状态。在校园的规划设计中采用动态规划方

式, 考虑校园的可持续发展 , 兼顾现实与未来。

4  结语

从有关校园规划设计的理论研究来看 , 大多数学者从

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园林绿化、行为心理学等角度对校园

规划设计进行探讨 , 而且对校园景观规划设计的研究大多

停留在软质景观、建筑空间、户外交往空间的研究, 很少对

校园景观规划设计进行系统研究。因而 , 应从景观角度对

校园景观规划要点、功能分区、景观要素进行较为系统的分

析, 同时从校园生态网络体系、校园行为体系、校园文化体

系、校园绿化体系4 个方面来打造生态的、人文的和人性化

的校园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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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绿”、“4919”菜心种。播期为5 月20 ～30 日, 撒施腐熟有

机肥22 500 kg/ hm2 、20 % 复合肥750 kg/ hm2 , 整畦1 .5 m, 沟

距60 c m, 分批直播, 播种量为6～9 kg/ hm2 , 播后用楼耙在畦

面轻耙 , 浮面覆盖遮阳网以保墒情, 且防暴雨冲刷 , 有利于

出苗、齐苗。

4 .2  精心管理  播后18 ～25 d , 具4 ～5 片真叶时间苗、定

苗。结 合 浇 水, 薄施 定 根肥 , 施 20 % 复 合 肥 150 ～225

kg/ hm2 , 氮、磷、钾的吸收比例为3 .5∶1∶3 .4 , 氮、钾配施的肥

效比单独施用高 , 氮或钾过多肥效都不理想[ 5] 。施肥的重

点在播后35 ～50 d 的菜薹形成期 , 每5 d 施复合肥一次, 施

肥量约为150 kg/ hm2 , 施后若无雨则应及时浇水。菜心的根

系浅 , 生长迅速, 耕作层土壤应保持70 % ～80 % 的田间持水

量, 但不能积水。及时防治菜青虫、小菜蛾, 菜青虫主要用

Bt 乳剂喷施, 小菜蛾用5 % 抑太保喷施。

4 .3  及时采收 播种后40 d 左右 , 株高20 ～25 c m 时始收。

采收标准一般是“齐口花”, 即菜薹与叶长等高并有初花时

为适宜采收期。“50 天油绿”、“4919”菜心以采收主苔为主,

不论主苔、侧苔留1 ～2 片基叶一次性、分批收获 , 可大大减

少采收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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