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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瓜蒌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是近几年潜山县科研课题之一。介绍了瓜蒌高效立体栽培的作用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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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蒌高效立体栽培就是在瓜蒌地中间作、套种其他作

物, 充分利用光、热、水、肥资源; 同时 , 通过改善瓜蒌园小气

候环境, 增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 维持生态平衡, 起到提高瓜

蒌产量和品质、增加经济收入的作用。瓜蒌立体栽培是加强

生态建设, 减少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举措。

1  瓜蒌高效立体栽培的作用

1 .1 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多年研究, 为害瓜

蒌的主要害虫有瓜�6螟、瓜藤天牛、瓜蚜; 主要病害有根结线

虫病、炭疽病、病毒病、细菌性角斑病等。多年的栽培模式为

单一物种的专业化瓜蒌园, 物种简单, 内部昆虫、微生物的种

类和数量少, 食物链被简单化。瓜蒌立体栽培种植可增加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有效地减轻或抑制病虫的危害, 促进

瓜蒌的生长, 提高瓜蒌的产量和品质。另外 , 瓜蒌立体种植

还能保持水土, 提高空气湿度, 调节气温, 改善瓜蒌园局域气

候, 提高瓜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也是瓜蒌立体种植增

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1 .2 充分利用资源, 发挥社会效益  采用立体种植, 合理搭

配作物品种和高矮层次, 充分利用瓜蒌生育前期和后期的光

照, 提高作物对光热资源的利用率。潜山县是山区县, 俗有

“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 人均耕地仅有373 m2 。立体种植既

可节水、节肥, 又可提高土地利用率, 提高作物复种指数。采

用“瓜蒌( 生姜) - 冬季蔬菜”的种植模式, 土地利用率可提高

30 % 以上。合理的立体种植, 还可充分利用瓜蒌的农闲季

节, 安排好茬口, 使全年农业生产合理均衡地发展, 有利于充

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发挥巨大的社会效益。

1 .3 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瓜蒌生长  瓜蒌园立体种植可抑

制杂草生长 , 避免杂草与瓜蒌争水、争光、夺肥现象的发生 ;

同时, 间套种作物的根和枝叶腐烂后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 提高土壤肥力。2000 年潜山县土肥站对有关瓜蒌基地进

行土壤养分测定, 发现槎水油坊瓜蒌片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16 .95 g/ kg 。通过连续2 年的立体栽培后,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

高至25 .30 g/ kg , 为瓜蒌连年高产打下了基础。

1 .4  增加经济收入, 提高综合效益  据2002 ～2005 年跟踪

调查, 瓜蒌立体栽培后较未进行立体栽培的瓜蒌增收1 530

元/ hm2 , 加上间套种的作物和冬季蔬菜等收入, 产值达4 .5

万元/ hm2 以上, 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2  瓜蒌高效立体栽培技术

2 .1  立体栽培作物的选择 瓜蒌是一种喜温湿和长日照作

物。间作以较耐荫的作物为佳, 充分利用瓜蒌架面空隙的散

射光线; 套种以冬春2 季补偿瓜蒌空闲茬口的蔬菜为佳,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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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季节茬口的安排可补充土壤肥力。据近几年的研究 , 适宜

于瓜蒌立体栽培的作物有生姜、萝卜、白菜、荷兰豆、平菇等。

2 .2 种植技术 

2 .2 .1 种植方式。瓜蒌采取高畦种植方式( 图1) 。畦面宽

1 .5 m, 沟宽0 .5 m, 沟深0 .5 m, 间( 套) 作物畦面宽2 m。

图1 立体种植方式示意图

2 .2 .2 技术要点。

2 .2 .2 .1 合理施肥 , 施足底肥。基肥以有机肥为主, 施腐熟

的土杂肥、人畜粪45 000 kg/ hm2 , 饼肥750 kg/ hm2 , 磷肥450

kg/ hm2 , 复合肥225～450 kg/ hm2 , 硼肥15 ～30 kg/ hm2 , 一次性

施下, 并施足间套种作物肥料。

2 .2 .2 .2 选择良种。瓜蒌块根和间套作物均选用无病虫害

的健壮良种。

2 .2 .2 .3  合理密植。第1 年栽瓜蒌3 000 株/ hm2 , 雄株150

株/ hm2 , 以后可根据长势和地力逐年减少株数, 但不得少于

1 500 株/ hm2 。

2 .2 .2 .4 适期播种。瓜蒌宜在3 月下旬在畦面按1 .1 ～1 .5

m 的株距打宕栽种, 间作生姜在5 月上旬播种, 套种荷兰豆

宜在11 月上旬播种。

2 .3 瓜蒌立体栽培的生产管理

2 .3 .1 适时追肥。对于1 年生以上的瓜蒌, 年前苗高7 ～10

c m 时浇施腐熟稀释人畜粪, 冬至前后追施腊肥 , 用土杂肥或

作物秸秆开沟施于行间 , 保温防冻; 立春后和初花期追尿素

120～150 kg/ hm2 , 初花期开始时用硼肥、磷酸二氢钾各2 .25

kg/ hm2 对水225 kg 喷施, 隔7 d 连喷3 次。

2 .3 .2  人工除草。除草时应防止伤根, 浅除杂草。对于田

间一些大草, 采取人工拔除。

2 .3 .3 保温防冻。气温低于- 3 ℃时, 结合施腊肥, 用稻壳、

油菜壳和火粪灰等围根部保温, 冬至前后用15 % 多效唑375

g/ hm2 对水600 kg 喷施防冻。

2 .3 .4 防治病虫害。坚持以农业防治为主, 必要时辅以高

效、低毒、低残留的药剂防治, 及时清沟排水, 科学施肥, 保持

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

2 .3 .5 适时采收。适期收获, 以提高商品价值和经济收入。

3  瓜蒌高效立体栽培应注意的事项

  瓜蒌高效立体栽培应以瓜蒌为主, 以不影响瓜蒌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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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Ⅰ～Ⅳ,Ⅴ、Ⅳ、Ⅲ配方受胎率极显著高于Ⅰ配方( P < 0 .01) , 各 组配方之间产羔率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表4) 。

  表2 稀释保存效果情况

处理
保存时间∥h

0 8 16 24 32 40 48 56 64 72 80

有效存活时间

h

精子生存

指数

Ⅰ 0 .80 0 .50 0 .25 0 .10 0 .00 14 12 .3

Ⅱ 0 .80 0 .55 0 .30 0 .15 0 .10 0 .00 16 14 .9

Ⅲ 0 .80 0 .65 0 .50 0 .40 0 .38 0 .28 0 .20 0.10 0 .00 38 25 .6

Ⅳ 0 .80 0 .70 0 .63 0 .54 0 .48 0 .38 0 .28 0.20 0 .10 0 .0 43 31 .2

Ⅴ 0 .80 0 .73 0 .65 0 .6 0 .55 0 .46 0 .33 0.24 0 .15 0 .1 0 52 34 .3

  表3 生存指数的多重比较

处理 生存指数 Si Si - 12 .3 Si - 14 .9 Si - 25.6 Si - 31 .2

Ⅴ 34 .3  22 * *  19 .5 * *  8 .7 * 3 .1

Ⅳ 31 .2 18 .9 * * 16 .3 * * 7 .6

Ⅲ 25 .6 13 .3 * 10 .7 *

Ⅱ 14 .9 2 .6

Ⅰ 12 .3

 注 : * * 表示差异极显著 , * 表示差异显著。

  表4 不同稀释液受胎及产羔情况

处理
存放时间

h

配种数

只

受胎数

只

受胎率

%

平均产羔数

只

Ⅰ 10～12 35 29 82 .9 2 .24

22～24 23 11 47 .8 2 .10

Ⅱ 10～12 37 30 81 .1 2 .27

22～24 26 17 65 .4 1 .94

Ⅲ 10～12 33 27 81 .8 2 .07

22～24 32 23 71 .9 2 .17

Ⅳ 10～12 32 26 81 .3 2 .27

22～24 26 20 76 .9 2 .15

Ⅴ 10～12 37 31 83 .8 2 .32

22～24 31 25 80 .6 2 .24

 注 : 均为单次配种 , 母羊均为2 ～3 岁健康的发情羊。

2 .3  精液最佳稀释倍数  采用Ⅴ配方稀释液对山羊精液进行

5、10、15、20、25 倍稀释, 在新鲜井水中保存, 结果表明,0 .3 级山

羊精液活率保存时间、第1 情期受胎率、产羔率、成活率见表5。

精液有效存活时间、第1 情期受胎率以1∶5 组较高, 存活时间

为50 h , 第1 情期受胎率80 % ;1∶25 组最低, 存活时间为41 h , 第

1 情期受胎率为70 % 。各组稀释液与对照组( 1∶2) 相比, 受胎

率、产羔率、成活率差异均不显著, 各组稀释液之间相比, 受胎

率、产羔率、成活率差异也不显著。表明精液在高倍稀释的情

况下对第1 情期受胎率、产羔率、成活率影响不大。

3  结论

( 1) 影响山羊精液质量和精子活力的因素较多, 主要有

  表5 精液稀释倍数比较

稀释倍数
有效存活

时间∥h

配种数

只

第1 情期

受胎率∥%

产羔数

只

产羔率

%

成活率

%

1∶2( CK) 52 30 83 .3 55 2 .20 92 .7

1∶5 50 30 80 .0 54 2 .25 92 .6

1∶10 47 30 76 .6 48 2 .09 89 .6

1∶15 44 30 73 .3 47 2 .18 93 .6

1∶20 42 30 76 .6 49 2 .13 91 .8

1∶25 41 30 70 .0 40 1 .90 90 .0

温度、渗透压、pH 值、精液稀释倍数、组成成分等。在一定范

围内, 精子对低渗透比高渗透更敏感 , 精子在低渗透的保存

液中顶体破坏较快。试验表明, Ⅴ是高渗透溶液, 稀释液保存

效果最好, 适宜推广应用。其保存效果好、稳定性强、取用方

便、不需消毒, 是一种方便型、产品式的羊精液保存液, 避免

了基层条件不足、操作不方便的缺点。Ⅰ稀释液( 葡萄糖稀释

液) 虽然取用方便, 但有效保存时间、受胎效果极显著低于Ⅴ、

Ⅳ稀释液( P < 0 .01) , 显著低于Ⅲ 稀释液( P < 0 .05) 。

( 2) 影响山羊精液稀释液pH 值正常变化的是渗透压,pH

值在6 .6～6 .8 , 稀释后精液pH 值在7 .0 ～7 .2 , 对延长精子寿

命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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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质为原则, 所选择的间作作物不应与瓜蒌有共同的病

虫害, 且间作作物严禁喷施无公害蔬菜生产禁用的农药。

瓜蒌套种时易出现套种作物与瓜蒌争肥的现象, 所以应适

当增加肥料的施用量和追肥次数 , 以保证套种作物的营养

供应。瓜蒌立体栽培间作、套种作物应避免连作重茬 , 如生

姜在瓜蒌地中不能连年间作 , 否则易爆发姜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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