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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扣弓棚对草莓生长发育的影响

郑亚杰，王 强，姚环宇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果 树 所 ，吉 林 公 主 岭 "#$"%%&

摘 要 ：吉 林 省 无 霜 期 短 ，为 加 快 秋 栽 草 莓 秧 苗 的 生 长 发 育 ，提 高 翌 年 产 量 ，我 们 进 行

了 晚 秋 扣 棚 试 验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晚 秋 扣 棚 不 仅 能 加 快 草 莓 秧 苗 的 生 长 和 发 育 ，而 且 能 提 高

产 量 。 最 佳 扣 棚 时 间 在 ’ 月 中 旬 ，() * 左 右 为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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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现有草莓面积 " ###-# /01，主要以露地栽培为主。露地栽培的草莓匍匐茎多

在花后 ) 月中旬开始伸出，2 月以后达高峰，匍匐茎秧苗扎根并大量发生须根时间均在

, 月初以后。因此，多数草莓园大量提供草莓秧苗和定植秧苗的时间普遍较晚。由于我

省霜冻来的早，秋栽秧苗在越冬时植株普遍较小，翌年产量低，质量较差。为加快秋栽秧

苗的生长发育，并提高翌年产量，我们进行了晚秋扣棚对草莓生长发育影响的试验。

! 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硕丰。采用当年匍匐茎苗，共分 $ 个时期!即 ,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1( 日、, 月 12 日和 ’ 月 " 日&定植。株行距 1% 304#% 30。, 月 12 日定植的秧苗

在 ’ 月 $ 日扣小弓棚。调查项目有植株生长量、各器官鲜重和结果情况等。

试验地条件基本一致，具有灌溉设施，田间管理较好。

" 结果与分析

(,! 秋季扣棚对地面温度的影响

草莓秧苗在 , 月 12 日定植，’ 月 $ 日扣棚，每日在 "( 时调查地面温度。结果表明，

我省在 "% 月初以前的温度基本可以满足草莓秧苗生长发育的需要。在 ’ 月下旬测得的

"( 时地面温度为 11-($5，棚内地面温度为 12-)5，温差为 (-2’5。进入 "% 月 中 旬 后 气

温 逐 渐 下 降 ，露 地 草 莓 植 株 开 始 匍 匐 于 地 面 ，逐 渐 进 入 休 眠 ，但 棚 内 草 莓 还 继 续 生 长 和

发 育 。"% 月 中 旬 每 日 "( 时 测 定 地 面 平 均 温 度 为 1%-)(5，棚 内 为 1#-#,5，平 均 温 差 为

1-,(5。但最低温度的调查表明，"% 月中旬在地面出现 %5以下天数达 $ *，而棚内只出

现 " *。总之，秋栽草莓秧苗进行扣棚处理，能提高棚内的温度和保持较高的湿度，为草

莓秧苗的加快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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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扣棚对草莓植株生长的影响

从表 ! 看出，秋季扣棚的秧苗到 !" 月中旬末，植株平均叶片数已达到 #$%" 个，叶柄

长，叶片大，根系多，生长矮茎粗达到了标准要求。但未扣棚的露地苗叶片少，生长矮茎

粗还未达标准要求。在寒冷地区秋栽秧苗后，扣一段时间的塑料弓棚&%’ ( 左右)，对草莓

秧苗的加速生长起到了良好作用。

!"# 秋季扣棚对草莓植株各器官鲜重的影响

在秋季扣棚的草莓秧苗，经 %’ ( 生 长 后 ，与 露 地 草 莓 秧 苗 比 较 ，单 株 平 均 重 增 加 了

*$#+ 倍 ，叶 柄 重 增 加 #$%# 倍 ，叶 片 重 增 加 ,$" 倍 ，根 茎 重 增 加 !$-* 倍 ，根 系 重 增 加 !$%+
倍&表 *)。

!"$ 不同移栽时间对草莓植株重量及结果的影响

在 寒 冷 地 区 草 莓 定 植 时 间 最 好 在 + 月 中 旬 ，定 植 时 期 越 晚 ，其 株 重 、花 序 数 和 有 效

果的数量越少。从表 , 可以看出，+ 月 *% 日以后定植的草莓秧苗显著小于 + 月 !+ 日以

前 定 植 的 秧 苗 。 因 此 ，在 寒 冷 地 区 必 须 在 + 月 !+ 日 之 前 定 植 ，这 样 才 能 获 得 较 好 的 收

成。秋栽草莓秧苗除加强管理、缩短缓苗期和减少死亡率外，还可在 . 月初扣塑料弓棚，

促使草莓秧苗加快生长和发育，顺利越冬，并提高翌年产量。

! 小 结

秋栽草莓秧苗扣塑料弓棚，可加快秧苗的生长发育。扣棚时间在 . 月中旬，约 %’ (
为宜。

秋栽草莓秧苗，在采用优质秧苗前提下，定植时期一般在 + 月中旬为好。

%&’ ()*+,& -./ 0’1’2*34’., *5 6,)-+7’))8

表 9 秋季扣棚对草莓植株生长的影响 /0、个

处理 单株平均叶数 平均叶柄长 叶片纵径 叶片横径 平均茎粗 平均根数

弓棚苗 #$%" !!$!% ’$-- %$#. !$*" *,$""
露地苗&12) %$-’ ’$.# ,$#! ,$!- "$+, !.$*’

注：+ 月 *- 日定植，!" 月 !. 日调查。下表同。

表 ! 秋季扣棚对草莓秧苗各器官鲜重的影响 3

处理
单株平

均重
4 单株平均

叶柄重
4 单株平均

叶重
4 根茎重 4 根系重 4

弓棚苗 **$#" ,#+$- ’$#" -%#$- .$"" %"" *$%" *-*$- ’$#" *%+$.
露地苗&12) #$!, !""$" "$-’ !""$" *$*’ !"" "$++ !""$" *$*’ !""$"

表 # 扣棚草莓与不同定植时期的草莓植株重量及结果比较

定植日期
&月·日)

单株平均重
&3)

根茎重
&3)

根系重
&3)

根系数
&个)

单株平均
花序数&个)

果数&个)
有效果 无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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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品 种 简 介

######################################

吉 科 豆 6 号 ：由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生 物 技 术 室 育 成 ，T996 年 经 吉 林 省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5认 <定 。

品 种 特 征 特 性 ：该 品 种 属 中 早 熟 品 种 ，无 限 结 荚 习 性 ，需!69V有 效 积 温 T W99XT 899V·F，生 育 期

66UX6TT F。 株 高 Y9XZ9 ?M，主 茎 型 ，分 枝 少 ，尖 叶 ，紫 花 ，灰 毛 ，荚 熟 时 呈 浅 褐 色 。 子 粒 圆 形 ，种 皮 淡 黄

色 ，光 泽 较 弱 ，百 粒 重 TTXTS 1。蛋 白 质 含 量 7Z[，脂 肪 含 量 TT[XT7[。人 工 接 种 鉴 定 为 中 抗 大 豆 病 毒

病 6、T 号 株 系 ；田 间 自 然 发 病 鉴 定 为 抗 大 豆 霜 霉 病 和 灰 斑 病 ，高 抗 倒 伏 。

产 量 水 平 ：中 间 试 验 产 量 为 7 W98 \1 ] ;MT，大 面 积 生 产 产 量 为 7 87Y \1 ] ;MT，平 均 增 产 T9[左 右 。

栽 培 要 点 及 适 应 区 域 ：适 于 通 风 良 好 的 平 岗 地 种 植 ，洼 地 不 宜 。吉 林 省 的 中 部 、中 南 部 的 玉 米 带 种

植 宜 在 W 月 中 上 旬 播 种 ，东 部 宜 在 W 月 上 旬 播 种 。 清 种 时 要 宽 苗 眼 密 植 ，保 苗 79 万 株 ] ;MT 左 右 ，播 种

量 为 89XU9 \1 ] ;MT。播 前 可 适 当 施 有 机 肥 作 底 肥 ，施 699XTW9 \1 磷 酸 二 铵 作 种 肥 。生 育 中 后 期 若 遇 干

旱 应 适 当 灌 溉 。 由 于 豆 荚 皮 薄 ，易 受 食 心 虫 危 害 ，需 在 发 生 期 防 治 。

吉 科 豆 7 号 ：由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生 物 技 术 室 育 成 ，T996 年 经 吉 林 省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5认 <定 。

品 种 特 征 特 性 ：该 品 种 属 中 晚 熟 品 种 ，亚 有 限 结 荚 习 性 ，需!69V有 效 积 温 T Y99XT U99V·F，生 育

期 677X67W F。 株 高 699X66W ?M，主 茎 型 ，分 枝 6XT 个 ，尖 叶 ，白 花 ，灰 毛 ，荚 熟 时 呈 浅 褐 色 。 子 粒 椭 圆

形 ，种 皮 黄 色 有 光 泽 ，种 脐 黄 色 ，百 粒 重 6UXT9 1。蛋 白 质 含 量 ST[，脂 肪 含 量 T9NS[。人 工 接 种 鉴 定 为

中 抗 大 豆 病 毒 病 6、T 号 株 系 ；田 间 自 然 发 病 鉴 定 为 抗 大 豆 霜 霉 病 、灰 斑 病 和 细 菌 斑 点 病 ，抗 倒 伏 性 中

上 等 。 虫 食 率 低 ，褐 斑 粒 少 。

产 量 水 平 ：区 域 试 验 产 量 T SWU \1 ] ;MT，平 均 增 产 WN6[；生 产 试 验 产 量 T 8US \1 ] ;MT，平 均 增 产

WN8[。

栽 培 要 点 及 适 应 区 域 ：适 于 中 上 等 肥 力 地 块 种 植 ，播 种 期 以 S 月 下 旬 为 宜 ，条 播 时 的 播 种 量 为 89
\1 ] ;MT，出 苗 后 间 苗 ，保 苗 密 度 为 6U 万XTT 万 株 ] ;MT。 播 前 可 适 当 施 有 机 肥 作 底 肥 ，施 6W9XT99 \1 磷

酸 二 铵 作 种 肥 。生 育 后 期 若 遇 干 旱 应 适 当 灌 水 。生 育 期 间 注 意 防 治 大 豆 蚜 虫 和 食 心 虫 危 害 。适 于 吉 林

省 中 晚 熟 区 种 植 。

吉 林 87：6ZZU 年 经 吉 林 省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 推 广 。 属 早 熟 品 种 ，生 育 期 6TT F，亚 有 限 结 荚 习

性 ，株 高 U9 ?M，尖 叶 ，白 花 ，主 茎 发 达 ，分 枝 少 ，7 粒 荚 多 ，荚 成 熟 时 呈 深 褐 色 ，子 粒 圆 形 ，种 皮 黄 色 ，百

粒 重 6ZNS 1。 子 粒 蛋 白 质 含 量 STNU[，脂 肪 含 量 6ZN8[。

适 于 吉 林 省 的 白 城 、松 原 地 区 种 植 ，产 量 T 9W9XT 6SY \1 ] ;M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