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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对款冬生物量介醚和产量 品质的影响
#

叶玉 兰

刘志和

秦松云 李隆云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重庆 ∗��� ∀+!

 重庆市巫溪县远帆药业种植有限公司 重庆巫溪 ∗ � + (�� !

 重庆邮电大学生物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 ∗� �� ∀+ !

摘 要 , 目的 ,
研究肥料种类和用 − 对欲冬生物贡分配

、

产童和品质的影响
。

方法 , 随机 区组试脸设

计
,

取样浏 定生物 − 分配
,

田间统计产童 . 分别用 / 012 法 浏 定款冬芦丁含童和 3 ∃ 法浏定款冬总黄酮

含 −
。

结果 ,
在一定肥料施用范围内

,

肥料种类和用全能明显提高款冬的产− 和芦丁
、

总黄酮含童
,

并增

加生物− 向经济器官分配
。

结论 ,
磷

、

钾肥能提高款冬花苦的数 量
,

生产上应适 当控制氮肥的用全 . 氮
、

碑
、

钾肥及有机肥在一定施用 范围内
,

能增加款冬花产责和提高款冬花的品质
。

关扭词
,款冬 施肥 生物蚤 产 − 芦丁 总黄酮

款冬花为菊科植物款冬  灿45& 67
%
86 咖96 1

∋

!的

干燥花曹
,

为常用 中药
,

药用历史悠久
。

具润肺止咳
,

消痰
,

下气之功效
。

主产于河南
、

甘肃
、

山西
、

陕西
、

重

庆
、

四川
、

河北
、

湖南等省
。

款冬花的研究文献多为药

理和化学方面
,

系统的栽培研究尚未见报道
,

现将施肥

对款冬花产量
、

生物量分配和化学成分含量影响的研

究报道如下
。

一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款冬花  叭”:5&6 7 %
86 办96 1

∋

!由重庆市中

药研究院钟国跃研究员鉴定
,

试验于 ��� ; 年和 � −兀阵年

在重庆市巫溪县通成镇和尖山镇进行
,

前茬作物为玉米

和马铃薯
,

土壤肥力中等
,

砂壤土 .大田生产水平
,

栽培

密度按窝行距 �
∋

∗ < = �
∋

;+ <
,

每窝放入 ; 个种节
,

小 区

收稿 日期 , �仪场刁( 城】>

修回 日期 , �侧场
一

−− 刁>

面积 −� 扩
。

统计分析在 :0: : −�
∋

� 下进行
。

−
∋

施肥试脸

采用单因素随机 区组试验设计
,

氮肥  尿素 !
、

磷

肥  含 0
?
�

+ − −≅ !
、

钾肥  Α 2Β!和有机肥 ∗ 种处理
,

每

种处理设有 + 个水平
,

重复 ; 次
。

施肥处理
,
设计为 ; 因素 ; 水平

,

随机重复 ; 次
。

Χ ,
氮肥  尿素

,

含 ) 量 ! ∗+ ≅ !
,

Χ
, 二 %Δ了 −� 扩

,

Χ ? 二 �
∋

− Δ7Ε &% <
, ,

Χ , 二 �
∋

? Δ7Ε &% <
, ,

Χ
‘ 二 �

∋

; Δ7Ε &% <
, 、

Χ
, 二 �

∋

∗ Δ7Ε &% <
? 。

Φ ,
磷肥  过磷酸钙

,

含 Γ
?
%

, 〕 − −≅ !
,

Φ
, 二 % Δ7Ε

一% < , ,

Φ ? 二 �
∋

∗ Δ『&% <
, ,

Φ , 二 �
∋

4Δ7Ε &% < , 、

Φ
。 二 −

∋

? Δ7Ε

&% <
, ,

Φ , Η &
∋

∀ Δ7Ε &% < , 。

2 ,
钾肥  硫酸钾

,

含 Α
�
� ! + � ≅ !

,

2
, 二 % Δ『一% <

, ,

2
? 二 �

∋

%4Δ 7Ε 一% <
, ,

2; 二 �
∋

−+ Δ岁&% <
? ,

2
. 二 �

∋

; % Δ岁

&% <
, ,

Ι
, 二 �

∋

∗ + Δ7Ε &% <
, 。

ϑ 庆市巫澳县远 帆药业种植有限公司资助研究项 目 , “ 里澳欲冬花 Κ Χ0研究
” ,

负责人
,

粤锐
。

联 系人
, 娜锐

,

剑研究员
∋

研究方向
,

中药农业与生物技术
、

中药材质圣与安全评价研究
。

ΛΙ & ,
�� ; 名卯� > −卯

,

ΜΝ < 叫
,

90Ι
Ο户, Π� Θ Ρ6Σ %%

∋

Τ % <
∋

。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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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有机肥  普通 农家肥 ! Ο & Η % Δ7Ε 一%<

, 、

Ο ? 二

� � Δ7Ε &% <
, 、

Ο ; 二 ∗ % Δ7Ε ?% < , 、

Ο ∗ ΗΗ ∀% Δ7Ε &% <
, 、

Ξ : 二

4% Δ岁&% <
,

以上是每小区的施肥总量
,

底肥
、

+ 月中旬
、

Π 月中

上旬
、

( 月下旬和 −� 月上旬分别施总量的 ;� ≅
、

� � ≅
、

−+ ≅
、

−+ ≅ 和 � � ≅
。

�
∋

生物性状和产童统计

每小区随机抽取 巧 株款冬
,

分别测量款冬花鲜

重
、

粒数及全株鲜重
,

然后计算每小区样株 的每粒花

重
、

款冬花 占生 物量 的 比例 . 称量每小 区的款冬产

量
。

;
∋

芦丁含 − 浏定

 & !仪器
, :Σ5< 6 Υ Ψ Ζ 12 一 � � − �Χ  岛津 ! . 工作站

,

: Σ5< 6Υ Ψ Ζ 2&6 4 4 一 [ 0
。

 � !色谱条件
,
迪马 2 , ,

柱
,

� + � < < = ∗
·

∀ < < = %
·

+ 卜< .流动相
, 甲醇

一
水 �

∋

� � + < Β∴ 1 !磷酸
,

 ∗ �
, ∀ � ! .

流速
, &< &Ε < 5Ο .波长

, ; ∀ � Ο < .柱温
,
室温

。

 ;! 样品溶液 的制备
,
分别称取各处理小 区款冬

花样品 + � >
,

粉碎
,

� � 目过筛
,

备用
。

∗
∋

总黄酮含童测定

参照
“

槐花
” 〔’]项的总黄酮测定方法进行

。

二
、

结果与分析

−
∋

有机肥对款冬花产童和生物童分配的彩响

表 − 给出了反映有机肥施用水平对款冬单株性状

及产量产生影响的数据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款冬花

各性状在不同施肥水平间存在差异
,

方差分析表明
,

各

处理性状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

⊥ �
∋

�+ !
,

在施肥 ;

水平以内
,

单株款冬花鲜重
、

款冬花全株鲜重
、

每粒花

重等性状随着有机肥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

款冬花经

济产量分配 比例随着有机肥施用量 的增 加呈下降趋

势
。

回归和相关分析表明
,

款冬花粒数
、

款冬花全株鲜

重
、

每粒花重和款冬花所 占生物量 的比例共同对单株

款冬花鲜重的决定作用达 �
∋

> ((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小区平均产量 以处理 ; 最高
。

随着有机肥施用量的增

加
,

款冬花生物量呈增加趋势
,

但生物量分配与肥料用

量不成比例
,

因此
,

如何控制肥料对款冬花生物量的分

配值得深人研究
。

�
∋

氮肥对教冬花产ϑ 和生物− 分配的影响

综合两 年 的试 验结果 表 明
,

施 尿素在 ∀
∋

4 Δ7Ε

“Π扩 以内时
,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

产量及其他性状有

增加趋势
。

若施尿素量 大于4 Δ7 Ε ∀ ∀ Π 澎
,

则随着施 用

衰 − 有机肥不同施肥水平对欲冬的单株性状和小区花产 , 的影晌

有机肥施肥水平 欲冬花鲜 ϑ  7 ! 救冬花杜数 全株鲜重 7 ! 每杜花重 7 !
欲冬花所占

生物黄比例  ≅ !
小 区产黄 Δ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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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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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施肥水平 欲冬花鲜重  7 ! 救冬花拉数 全株鲜重  7 ! 每杜花重  7 !
欲冬花所 占

生物 黄比例  ≅ !
小 区产 ϑ  Δ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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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量的增加
,

大多数性状指标呈递减趋势
,

如图 − 所

示
。

该试验说明
,

生产上款冬花氮肥施用量不能大于

;
∋

ΠΔ 岁“ Π < ,
 按含氮量计算 !

,

并且应做到勤施薄施
,

这样才有利于款冬花生长
。

;
∋

磷肥对欲冬花产− 和生物童分配的影响

磷肥主要促进植物的根茎和生殖生长
。

从表中数

据可以看出
,

单株款冬花鲜重
、

款冬花粒数
、

每粒花重

及小区产量等能反映款冬产量的直接性状均有较高

值
,

在施肥低于 �
∋

(Δ 岁小区  + ; Δ了∀∀Π < ,
!时

,

随着施

肥 ϑ 的增 加
,

这 些 性 状 呈 增 加 趋势 . 施 肥 量 大 于

�
∋

4Δ了小区时
,

产量开始降低
,

其他性状的数值也呈递

减趋势
。

多重 比较分析表明
,

施肥水平 −
、

∗
、

+ 的差异

不显著
,

与施肥水平 �
、

; 的差异显著
。

本试验结果认

为
,

磷肥的适宜施用 ϑ 在 + + Δ 7Ε ∀ ∀ Π <
� 一 Π + Δ7Ε ∀ ∀ Π <

� 。

∗
∋

钾肥对欲冬花产全和生物− 分配的影响

钾肥主要促进植物的根茎和生殖生长
,

增强植株

的抗逆能力
。

试验中钾肥用氛化钾
,

以施肥水平 ; 处

理的产ϑ 最高
,

多重 比较分析表明
,

与其他处理的差异

达显著水平
,

其他性状呈不规律变化
,

其原因尚需进一

步研究
。

作物生长需要氮
、

磷
、

钾等大量元素
,

本试验根据款

冬的营养生理特性
,

设计了不同水平的氮
、

磷
、

钾三种肥

料试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款冬生长发育需要一定量 的

氮
、

磷
、

钾肥
,

表现出喜磷
、

钾肥特性
,

对氮肥的需求量较

小
。

不同种类和施肥水平对产量的影响见图 �
。

+
∋

不 同肥料种类和水平对欲冬芦丁含全的影响

款冬花为常用中药
,

其作用主要在呼吸系统及心

血管系统
,

具有润肺
、

止 咳化痰等功效
。

款冬二醇
、

芦

丁
、

拼皮素等为款冬花的有效化学成分〔’〕
,

为了考察

;∋ � 9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Ω Ι4 Ι4 Ω

Ω ∋ ∋

低氮肥
Ν , 卜 高氮肥

� ; ∗ +

圈 − 不 同氮肥水平试脸软冬花产ϑ

裹 ; 礴肥施肥水平对旅冬花单株性状和小区产 , 的影晌

碑肥施肥水平 救冬花鲜重 幼 扳冬花 粗数 全株鲜重 助 每拉花重  7 !
欲冬花所 占

生物 ϑ 比例  ≅ !
小 区产全 Δ7 !

;�
∋

+ +;
∋

; −��
∋

; �
∋

+ ∀ + �;
、

;

衰 ∗ 欲冬花钾肥不同施肥水平的单株性状和小区产皿

钾肥施肥水平 毅冬花鲜重 7 ! 欲冬花粗数 全株鲜重 目 每拉花 重  目
欲冬花所占

生物黄 比例  ≅ !
小 区产ϑ  Δ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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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肥料及其施用水平对款冬化学成分含量 的影响
,

我们测定了施用不同水平的尿素
、

过磷酸钙
、

抓化钾和

农家有机肥的款冬的芦丁含量
,

结果如图 ; 所示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设计的施肥水平内
,

款冬芦丁含

量呈现折线规律变化
,

尿素以 ;
、

∗ 水平  �
∋

? Δ扩 −�扩
、

%
∋

;Δ 了 −� < , !芦丁 含量最高
,

过磷酸钙和 抓化钾分别

以 �
∋

∗ Δ『 &% <
,

和。
∋

−+ Δ岁− � <
,

芦丁含量最高
,

有机肥

以 ∀ � Δ岁 −� < �
芦丁含量最高

。

从肥料种类来看
,

氮肥

和有机肥对芦丁含量 的影响几乎呈现一致性变化
,

其

芦丁含量都较相应水平的钾肥和磷肥水平低
。

施用钾

肥有利于提高款冬化学成分含量
,

这与传统生产上在

款冬花芽分化期施用草木灰的生产经验基本一致
。

;
−一下顶丽兀− 两滚万石二丽石妥刁

∀
∋

不 同肥料种类和水平的款冬总黄酮含全

肥料种类和施用量对款冬总黄酮含量影响的主要

规律是
,
随着氮肥用量增加

,

款冬总黄酮含量呈下降趋

势 .在磷肥  过磷酸钙
,

含 0
�
�

, ! − −≅ !和钾肥  硫 酸

钾
,

含 Α
?
% 〕 +� ≅ !施用量分别低于 −

∋

? Δ 7 Ε 9% 耐 和 �
∋

; Δ岁 −� < ,
时

,

款冬总黄酮含 量呈上升趋势 .有机肥对

总黄酮含量的影 响不显著
,

但基本上是 随着用量的增

加
,

款冬总黄酮含量升高  图 ∗ !
。

相关性分析表明
,

芦

丁含量和总黄酮 含量 的相关系数 0Ι
6 94 %Ο 相关 系数 !

9 ΗΗ �
∋

− Π +
,

相关性较小
。

三
、

结 论

,‘Ν
逻喇代

� ; ∗

施肥水平

氮
、

麟
、

钾肥在不 同水平下的产 ,

>,自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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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不同肥料种类的芦丁含 ,

愚愚蒸迅迅
∃∃∃ 今卜有机肥总黄酮含:::

班纲咖压伞呐

施肥水平

圈 ) 不同肥料种类和水平的总黄翻含 ∃

款冬花粒数
、

每粒花重和款冬花所 占生物量 的比

例能直接反映款冬的经济产量
,

氮肥对款冬花蓄粒数

增多不利
,

磷
、

钾肥能明显提高款冬花蕾数量
,

因此
,

建

议生产上应适当增施磷钾肥
,

特别是在巫溪县境内磷

素含量较低的情况下 〔’<
,

应加强磷肥的施用
。

施肥有利于提高款冬花的产量
,

钾肥和磷肥对提

高款冬的产量更显著
,

氮肥和有机肥次之
。

在本试验

土壤条件下
,

获得款冬高产的施肥量是氮肥 Α 尿素
,

含

Β) & Χ ?
Δ &

∃

% Ε56 & & # Φ , ,

过 磷 酸 钙 Α 含 Γ
Η
4

Ι < <Χ ?
Δ

% , Ε岁& & # Φ
, ,

抓化钾 <4 Ε岁& & # Φ
, ,

农家有机肥 ( &  Ε5 6

& &# Φ , 。

传统认为款冬为
“

徽庄稼
” ,

不施肥的观点是

错误的
,

款冬施肥的种类和数量应根据种植款冬 的土

壤地质背景和营养元素含量具体确定
。

款冬的营养生

理特点及需肥规律将另文报道
。

芦丁和总黄酮是款冬的主要有效成分
,

其含量多

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款冬的品质
。

施肥能明显提高

款冬花的芦丁含量
,

但要注意施肥量的控制 ϑ氮肥对总

黄酮含量有负面影响
,

其他肥料种类控制在一定范 围

内
,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

总黄酮含量呈增加趋势
。

由于

款冬芦丁含量和总黄酮含量的相关性较小
,

因此如何

更加客观评价款冬花品质尚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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