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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乌嘴”是黄花菜的一个品种，具有药食两用的功能。为了提高“大乌嘴”产量和效益，本试验设计了5 550株/667 m2、5 130
株/667 m2、4 760株/667 m2、4 450株/667 m2、4 170株/667 m2 5种移栽密度，研究移栽密度对“大乌嘴”成活率、生长性状、产

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以 4 450株/667 m2的栽植密度“大乌嘴”的成活率、花蕾生长、花蕾产量、蛋白质和胡萝卜素

含量有显著提高，但对总糖、钙和铁含量的影响不大。“大乌嘴”合理的移栽密度应在 4 450株/667 m2～4 760株/667 m2，以
保障稳定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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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Transplant Densities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Dawuzui"
Variety of Day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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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awuzui" is a variety of day lily,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both medicine and foo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yield and benefit of "Dawuzui", 5 550 plants/667 m2, 5 130 plants/667 m2, 4 460 plants/667 m2, 4 450 plants/667 m2,
4 170 plants/667 m2 were design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ransplanting density on the survival rate, growth character⁃
istics, yield and quality of "Dawuzu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nting density of 4 450 plants/667 m2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the survival rate, bud growth, bud yield, protein and carotene content of "Dawuzui", but had little
effect on total sugar, calcium and iron content. The reasonable transplanting density of "Dawuzui" should be 4 450~
4 760 plants/667 m2 to ensure stable production benefits.
Key word："Dawuzui"; Transplant density; Yield; Quality; Effects

“大乌嘴”是黄花菜的一个优良品种，是百合

科萱草属多年生草本。黄花菜俗称“萱草”“健脑

菜”“忘忧草”，花蕾呈黄绿色，形似金针，又称金

针菜 [1]。黄花菜为“药食两用”植物，作为食材，其

味鲜质嫩，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C、钙、胡萝

卜素、氨基酸等人体所必需的养分 [2]，入药具有止

血、消炎、清热、利湿、消食、明目、安神补脑等功

效，并可作为病后或产后的调补品 [3]。近年来，在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大量栽植黄花菜，宁夏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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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和自然条件使这里生产的黄花菜色泽亮

黄、肉厚味醇、营养更为丰富，深受国内外消费者

青睐，市场开发潜力巨大 [4]。然而，栽培方式 [5]、栽

培密度 [6]对品质的影响，以及密度与不同品种产

量之间的交互效应等 [7-9]研究在黄花菜产业中尚

未开展。目前，黄花菜移栽密度确定主要依靠多

年生产经验，缺乏实地研究的技术支撑，不利于

黄花菜品质、产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如何通

过调整黄花菜的合理栽植密度达到丰产及品质优

良的目的，成为目前黄花菜产业中的突出问题之

一，因此有必要通过对黄花菜不同移栽定植密度

开展试验研究。本试验采用大田栽培模式，研究

不同移栽定植密度对“大乌嘴”产量及品质的影

响，以期探索黄花菜品种“大乌嘴”的理想定植密

度，为提高产量和品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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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8年 4月～2019年 4月在宁夏红寺

堡区中圈塘村进行。该区位于大罗山脚下，背靠

大罗山，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长期积温适

宜。土壤多为沙壤灰钙土，种植历史 3年，土壤剖

面结构 0～25 cm为细黄沙，较疏松，25～115 cm
为细黄沙，较紧实，115 cm以下为钙积层，土壤紧

实。土壤养分状况为：土壤 pH 8.47，全盐含量

0.30 g/kg，有机质 2.21 g/kg，全氮 0.08 g/kg，全钾

16.4 g/kg，全磷 0.19 g/kg,水解氮 10.6 mg/kg，有效钾

106 mg/kg，有效磷 6.0 mg/kg，土质较肥沃，通透性

良好，有较稳定的扬黄水灌溉，农田基本设施完

善，沟、渠、路、林网配套合理，园区道路畅通无

阻，主、副林带纵横交错，对预防晚霜冻和调节小

气候起到重要作用 [10]。
1.2 试验材料

以引进的二年生黄花菜“大乌嘴”品种作为供

试材料，“大乌嘴”近些年表现出分蘖较快，花薹

粗壮，花蕾大，采收期长，抗病性强，干制率

高 [11-12]。“大乌嘴”种苗引自甘肃庆阳。

1.3 试验设计

参考相关文献 [13-18]，本试验在大田栽培措施

下，株距统一为 10 cm，设计 5种不同行距种植处

理如下：处理 1（T1）：5 550株/667 m2，行距 120 cm；
处理 2（T2）：5 130株/667 m2，行距 130 cm；处理 3
（T3）：4 760株/667 m2，行距 140 cm；处理 4（T4）：4 450
株/667 m2，行距 150 cm；处理 5（T5）：4 170株/667 m2，
行距 160 cm。每个处理栽植 667 m2，采用单因子

对比试验，每个处理小区采样面积（5×5）m2，重复

3次。

1.4 测定内容

分别在 2018年 5月、6月、7月测定不同处理

区“大乌嘴”成活率；在盛蕾期测定“大乌嘴”高

度、花蕾长、花蕾宽；在进入采摘期时，每天按每

个处理小区进行采摘，及时称重测产量；然后将

黄花菜杀青制干，测干重，参考相关研究方法 [19]，
测定黄花菜“大乌嘴”品种蛋白质、脂肪、胡萝卜

素、总糖、钙和铁的含量。

1.5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03和 SPSS 18.0进行数据统计和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移栽密度对“大乌嘴”黄花菜成活率的

影响

分别在 2018年 5月、6月和 7月测定了各处理

下的“大乌嘴”成活率，5月份“大乌嘴”的初始移

栽成活率较高，均在 97%以上，生长初期幼苗植

株较小，但随着生育期的推移，植株争夺生长空

间，导致种间竞争加强，部分瘦弱株在竞争下死

亡。总体上看，影响不明显，但差异显著。从表 1
看出，采用 T4的密度较为合理，成活率最好，达到

99.13%，其次是 T3，为 98.68%，T4和 T3的成活率

均显著高于 T1、T2、T5。 T5 的成活率最低，为

96.91%，原因是行距变大后，杂草竞争较大导致

“大乌嘴”生长受到影响。从不同移栽密度成活

率来看，各处理间的密度效应表现为随着生育期

推移和植株的生长，分蘖增多，种间空间竞争增

强，以 4 450株/667 m2和 4 760株/667 m2的密度处

理定植“大乌嘴”相对较为合理。

表 1 不同移栽密度对“大乌嘴”成活率的影响

处

理

T1
T2
T3
T4
T5
注 :表中同列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0.01和 0.05水平上差

异显著，下同

移栽株数

（株/667 m2）
5 550
5 130
4 760
4 450
4 170

成活数统计（株/667 m2）
5月18日
5 432
5 032
4 703
4 420
4 075

6月19日
5 415
4 997
4 697
4 418
4 030

7月17日
5 403
4 988
4 692
4 396
4 019

成活率

（%）
97.6bBC
97.58bBC
98.68aAB
99.13aA
96.91bC

2.2 不同移栽密度对“大乌嘴”生长性状及产量

的影响

黄花菜是以花蕾入药，因此花蕾的大小、数量

及产量都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2018年 6月 16
日测定了不同处理区“大乌嘴”的高度、花蕾长和

花蕾宽，由表 2可知，从生长高度上看，栽植密度

越小，生长空间不受限制，株高越高，最高的是

T5，平均高度达到 26.3 cm；从花蕾长可看出，密度

大的处理 T1和 T2明显低于密度小的处理 T3、T4
和 T5，差异显著，密度最大的 T1处理花蕾显著低

表 2 不同移栽密度对“大乌嘴”生长性状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T5

平均株高（cm）
19.7bC
21.7bBC
24.7aAB
24.0aAB
26.3aA

花蕾长（mm）
92.7bA
92.7bA
96.3aA
96.3aA
96.7aA

花蕾宽（mm）
8.5bB
9.4aA
9.6aA
9.8aA
9.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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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处理。由此说明合理的种植密度对“大乌

嘴”花蕾的生长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栽植密度

过大，就会导致花蕾生长较小。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移栽密度对“大乌嘴”

的抽薹数、花蕾数、单蕾重量以及产量都有明显

的影响。其中，T4的抽薹数和花蕾数均高于其他

处理，说明以 4 450株/667 m2的密度栽植可以有

效促进抽薹数和花蕾数；通过方差分析，单蕾重

量 T4和 T5处理显著高于 T1、T2和 T3处理；但根

据每 667 m2花蕾数量核算“大乌嘴”花蕾鲜重和干

重产量后，发现 T4的花蕾每 667 m2鲜产量和干产

量均显著高于 T3、T2、T1和 T5，T1和 T5处理最

低。因此，进一步说明了“大乌嘴”虽然单株花蕾

产量在低密度下较高，但在合理密度栽植时，在

密度 T4处理下最好，可作为合理的栽植密度。

2.3 不同移栽定植密度对“大乌嘴”品质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移栽密度对“大乌嘴”品质

是否造成影响，本次试验将测产的“大乌嘴”制干

后，测定 5种不同种植密度下的营养成分。由表 4
可以看出，在 T4处理下，“大乌嘴”的蛋白质含量

为 15.73 g/100 g，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但脂肪含量

却低于 T5；胡萝卜素含量在 T3、T4处理下分别为

3.94、3.72 mg/100 g，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而总糖、

钙和铁的含量却在各处理间没有显著变化。说明

栽植密度对“大乌嘴”的总糖、钙和铁的含量影响

不大，较稳定，但其蛋白质和胡萝卜素含量却在

T4处理下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表 4 不同移栽密度对“大乌嘴”品质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T5

蛋白质 (g/100 g)
14.73dD
15.50bAB
15.33bB
15.73aA
15.00cC

脂肪 (g/100 g)
1.60bB
1.57bB
1.80bB
1.57bB
2.20aA

胡萝卜素(mg/100 g)
3.64bB
3.27cC
3.94aA
3.72aA
3.63bB

总糖(g/100 g)
51.47aA
53.70aA
49.90aA
53.50aA
51.13aA

钙(g/kg)
1.86aA
1.85aA
1.82aA
1.83aA
1.84aA

铁(mg/kg)
117.33aA
111.67aA
118.33aA
119.00aA
115.33aA

3 结 论

3.1 从不同移栽密度的“大乌嘴”成活率来看，各

处理间的密度效应表现为：随着生育期推移和植

株的生长，分蘖增多，种间空间竞争增强，以 4 450
株/667 m2的密度定植“大乌嘴”较为合理。

3.2 合理的种植密度能促进“大乌嘴”花蕾的生

长，栽植密度过大，就会导致花蕾生长较小；不同

移栽密度对“大乌嘴”的抽薹数、花蕾数、单蕾重

量以及产量都有明显的影响，以 4 450株/667 m2

的密度栽植可以有效促进抽薹数和花蕾数，并显

著提高其花蕾产量。

3.3 栽植密度对“大乌嘴”的总糖、钙和铁的含量

的影响不大，总之，“大乌嘴”移栽密度不宜过大或

过小，合理的移栽密度应在 4 450～4 760株/667 m2，
以保障营养成分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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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7 页）西辽河稻区水稻害虫的种类及各类

害虫的种群动态变化，尤其是稻潜叶蝇、水稻二

化螟等发生为害较重的害虫，根据其种群变化规

律，适时应用多种防治方法，可有效降低为害程

度。

我国对水稻害虫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各级科

研部门针对水稻害虫的不同特点，从分子生物

学、田间生态学、化学、生物农药防治等多方面进

行了细致的研究 [11-16]，尤其是在水稻害虫发生规

律及田间防治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进展。由

于水稻害虫种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为害方式各

有不同，其中还有部分是迁飞性害虫，具有落地

成灾的特性，因此对水稻害虫的监测预警工作就

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本次调查，可以预测水稻害

虫种群的发生动态，依据其发生规律进行合理化

防治，以确保吉林省中部稻区绿色优质水稻的安

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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