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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人工种植在毕节地区部分乡镇已成为支柱产业袁
但由于无系统尧科学尧有效的病害防治技术指导袁大面积生
产上根腐病尧炭疽病等常对半夏生产造成严重损害遥为了提
高广大药农种植地道中药材增收致富的积极性袁 并按照
GAP核心示范标准袁减少农药残留量袁增加药物产量袁笔者
在 2006年根腐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的基础上对土壤进行
了消毒试验袁旨在找出半夏病害的有效防治方法袁为大面积
生产半夏提供参考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试验地概况遥试验地设在赫章县河镇乡袁为半夏连作
地袁海拔 2 100 m袁地势平坦袁土壤肥力中上等并均匀一致遥
1.1.2 试验药剂遥采用上年筛选出的几种药效较好的药剂根
腐病速克尧多菌灵尧百菌清尧精品甲托尧浓度 5 %石灰水和废
烟叶水渊 5kg废烟叶用 100kg水浸泡 24h冤袁以清水浇灌为对照遥
1.2 方法

1.2.1 试验设计遥 试验设 7个处理袁 随机区组排列袁3次重
复袁每小区长 2 m袁宽 1.5 m,小区面积 3 m2遥播种量 2 250
kg/hm2袁有机肥施用量为 30 000 kg/hm2袁磷肥施用量为 3 000
kg/hm2袁氮肥施用量 150 kg/hm2袁播种量和肥料施用量均折
小区用量称取遥
1.2.2 试验处理遥3月 4日用预先准备好的菌种 渊 带菌土壤
或带菌病株冤对试验的所有小区进行接种袁同时多次浇水袁
并堵死小区四周排水沟袁为发病创造条件遥3月 6日袁将对
好的药剂分别对各小区进行全田消毒尧浇灌袁以清水浇灌为
对照遥同天播种袁试验采用窝播方式袁每窝种 5粒袁行尧列窝
数各小区一致袁3月 28日齐苗曰 4月 6日开始观察各小区
发病情况袁4月 12日对照发病率达 50 %以上袁 调查各小区
发病窝数遥其田间管理同大田生产遥

发病率渊 %冤=发病窝数/小区总窝数伊100
死苗率渊 %冤=死苗窝数/发病窝数伊100
防效渊 %冤=渊 对照发病窝数-处理发病窝数冤 /对照发病

窝数伊100
1.2.3 收获遥9月 29日进行采收袁各小区分别验收测产渊 鲜
产冤袁常规条件下 3 kg鲜品相当于 1 kg干品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消毒处理对半夏生育期的影响 表 1表明袁对土
壤进行消毒处理及未处理小区半夏出苗窝数和生长发育情

况均基本一致袁说明土壤消毒对半夏生长发育无不良影响遥
2.2 土壤消毒处理对半夏总死苗情况的影响 表 2表明袁
各处理总死苗株数间差异达显著水平遥 死苗株数最高的是
对照袁其次是精品甲托袁最低的是废烟叶浸水袁消毒处理小
区死苗数均显著低于对照遥

2.3 土壤消毒对半夏产量的影响 表 3表明袁各处理间小
区半夏鲜产最高的是多菌灵袁最低的是废烟叶浸水袁各处理
小区产量均极显著高于对照产量遥

3 结论与讨论

渊 1冤试验结果表明袁根腐病速克尧多菌灵尧百菌清尧精品
甲托尧浓度 5 %石灰水尧废烟叶浸水液用于土壤消毒对于半
夏病害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袁且几种药剂渊 包括浓度 5 %石
灰水和废烟叶水冤处理间差异不大遥中药材是用于防治疾病
的一类特殊商品袁农药的施用对其品质有一定的影响袁而浓
度 5 %石灰水和废烟叶水因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袁无农药残
留问题袁并可改良土壤袁应是生产中病虫害防治的首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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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连作地土壤消毒试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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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了降低连作地半夏病害危害程度遥[方法]用预先准备好的菌种接种试验小区袁创造发病条件袁将对好的药剂分别对各
小区进行消毒处理袁种植半夏遥半夏生长期调查发病情况遥[结果]土壤消毒后袁半夏生长发育良好袁死苗数显著低于未消毒小区遥[结论]
根腐病速克尧多菌灵尧百菌清尧精品甲托尧浓度 5%石灰水尧废烟叶水用于土壤消毒对于半夏病害均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遥
关键词 半夏曰土壤消毒曰连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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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区基本苗及生育期

序号
药剂名称
渊 处理冤

小区出苗窝数 播种
期

出苗
期

接种
时间

成熟
期玉 域 芋

1 对照 115 115 115 03蛳06 03蛳28 03蛳04 09蛳29
2 根腐病速克 115 115 115 03蛳06 03蛳28 03蛳04 09蛳293 多菌灵 115 115 115 03蛳06 03蛳28 03蛳04 09蛳29
4 百菌清 115 115 115 03蛳06 03蛳28 03蛳04 09蛳29
5 精品甲托 115 115 115 03蛳06 03蛳28 03蛳04 09蛳29
6 浓度 5 %石灰水 115 115 115 03蛳06 03蛳28 03蛳04 09蛳29
7 废烟叶水 115 115 115 03蛳06 03蛳28 03蛳04 09蛳29

表 2 不同处理的总死苗情况 株/小区
序号 处理 玉 域 芋 均值 位次

1 对照 455 445 435 445 1
2 根腐病速克 158 150 136 148 3
3 多菌灵 178 138 128 148 34 百菌清 148 148 148 148 35 精品甲托 242 212 212 222 2
6 浓度 5 %石灰水 162 110 172 148 3
7 废烟叶水 78 75 70 74 4

序号 处理 玉 域 芋 平均
比对照
增产椅%位次

1 对照 1 534.05 1 527.45 1 550.85 1 537.35 bB - 7
2 根腐病速克 1 900.95 1 887.60 1 900.95 1 896.45 aA 23.36 23 多菌灵 1 917.45 1 880.85 1 900.95 1 899.75 aA 23.57 1
4 百菌清 1 900.95 1 834.20 1 917.60 1 884.30 aA 22.57 45 精品甲托 1 920.90 1 834.20 1 900.95 1 885.35 aA 22.64 36 浓度 5 %
石灰水

1 904.25 1 884.30 1 834.20 1 874.25 aA 21.91 5
7 废烟叶水 1 900.73 1 834.20 1 834.20 1 856.40 aA 20.75 6

表 3 不同处理的半夏产量 kg/hm2

注院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有差异曰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在 0.01水平有差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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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2冤半夏植株矮小袁茎秆纤细袁一旦发病将很快死亡袁因

此防病重于治病袁早期预防将有助于提高半夏的产量和品
质遥在连作地块或病区袁最好于半夏播种前先用浓度 5 %石
灰水或废烟叶水对土壤进行消毒后再播种袁也可于半夏出

苗后及时用浓度 5 %石灰水或废烟叶水灌窝袁可有效预防
半夏病害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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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尧Mn对应的系数最大袁因而对大黄药材质量综合评价的
影响也最大遥 而第二主成分 Y 2的表达式中袁Fe前的系数值
大袁反映了微量元素 Fe对大黄药材质量的影响遥第二主成
分得分高袁说明该产地大黄药材 Fe的含量较高遥这样用两
个主成分即可全面地对大黄药材进行综合评价遥 其综合评
价函数如下院

F = 0.58 048 Y 1 + 0.37 915Y 2
按综合评价函数计算出的大黄药材各产地的综合得分

渊 F值冤及以得分顺序排定的名次见表 1遥
3 结论与讨论

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将原始数据降维袁以排除原始数
据共存中相互重叠的信息遥 对于大黄药材 5种微量元素
Cu尧Zn尧Fe尧Mn和 Cr的信息用两个主成分即可全面对其各
产地大黄药材进行综合评价遥其中袁各主成分的贡献率渊 综
合评价函数中的权重冤是通过分析原始数据计算得到的袁克
服了其他综合评价方法中人为确定各指标权重的问题袁因
而结果客观公正遥

大黄药材的综合得分反映了该药材产地微量元素 Cu尧
Zn尧Fe尧Mn和 Cr的综合质量水平袁即客观地反映了大黄药
材各产地的微量元素分布特征遥综合得分为正袁表明该地大
黄药材的综合质量居大黄药材平均水平之上袁综合得分为
负袁表明该地大黄药材的综合质量居大黄药材平均水平之
下遥湟源县东峡乡种植的大黄药材综合得分排第一袁这是符
合实际情况的遥 该产地土壤地球化学环境优越于西宁市郊
区和湟中群加地区 [9]袁所生产的大黄药材微量元素 Zn尧Mn尧
Fe含量高袁因而该地大黄药材的综合质量最好遥西宁市西
郊地区大黄药材综合得分接近零渊 -0.04冤袁也可以认为达到
大黄药材的平均水平袁应该说大黄药材质量也是较好的袁但
不如综合得分排第一名的质量遥事实上袁野 西宁大黄冶并不是

指西宁出产的大黄袁 是泛指西宁市附近的几个县乡出产的
大黄袁那里才是大黄的传统地道产区遥西宁作为青海省大黄
药材的集散地袁历史上有野 西宁大黄冶之称遥青海湟中县群加
乡种植的大黄药材综合得分排第三袁且综合得分为负袁其综
合质量在大黄药材平均水平之下袁主要原因是该产地土壤
地球化学环境稍差袁微量元素 Mn的含量较低遥甘肃省兰州
市的大黄药材综合得分排在最后袁其综合质量居平均水平
之下袁远不及大黄的传统产区青海的质量袁主要原因是微量
元素 Fe的含量太低遥可见袁建立在主成分分析基础上的综
合评价是科学的袁用综合得分来评价大黄药材综合质量袁是
客观公正的曰而且由主成分的解析袁还能够揭示影响大黄药
材产地综合质量的原因遥
4 结语

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袁以 5种微量元素 Cu尧Zn尧Fe尧Mn
和 Cr为评级指标袁可以对各产地大黄药材进行综合评价遥
建立在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础上的综合评价函

数得出的综合得分袁能对参与评价的各产地大黄药材给出
科学的排名袁综合得分能客观地反映各产地大黄药材微量元
素的分布特征袁能够揭示影响大黄药材产地综合质量的原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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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椅% 累积贡献

率椅%
特征矢量

Cu Zn Fe Mn Cr
1 2.902 58.048 58.048 -0.396 0.557 0.070 0.562 -0.461
2 1.896 37.915 95.963 -0.495 0.158 0.711 -0.210 0.4493 0.202 4.037 100.000 - - - - -
4 0.000 0.000 100.000 - - - - -5 0.000 0.000 100.000 - - - - -

表 2 特征值及特征矢量

安徽农业科学 2007年

参考文献的顺序编码制
参考文献表按顺序编码制组织时袁各篇文献要按正文部分标注的序号依次列出遥
示例院
[1] BAKER SK.JACKSON ME.The future of resource sharing[M].New York:The Haworth Press袁1995.
[2] CHERNIK B E.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for library technicians[M].Littleton袁Colo.院Libraries Unlimited袁Inc.袁1982.
[3]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袁范海燕袁译.海口院海南出版社袁1996.
[4] DOWLER L.The research university's dilemma曰resource sharing and research in a tran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J] .Journal Library

Administration袁1995袁21渊 1/2冤院5-26.

GB/T 7714-2005

8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