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喷施天达 2116增产剂对结球甘蓝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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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用不同浓度的天达 2116对结球甘蓝结果初期、中期进行叶面喷施的试验结果表明 ,以喷 750～ 1 250

倍液增产显著 ,较对照增产 10. 8% ～ 14. 9% ,喷施后结球甘蓝的横径和球高增大 ,采收期提前 ,单球重显著增加 ,黑

斑病、霜霉病发病率下降 ,叶片含糖量增加 ,纤维素含量下降 ,品质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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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达 2116 (复合氨基低聚糖农作物系列抗病增

产剂的商品名 )是山东大学生命科学院研制的以提
高植物在逆境条件下细胞膜稳定性为主的广谱、高
效、无毒、无污染、无副作用的抗病增产剂 , 1999年
11月被国家列为“ 863计划”第一农业课题 , 2001年

被中国科协列为重点推广高科技产品 [1 ] ,目前已有
20多个系列产品推向市场。 为了探讨天达 2116在

陇东地区叶菜类蔬菜上的应用效果和使用方法 ,为
大面积推广提供依据和技术指导 ,我们于 2002年进

行了天达 2116喷施对结球甘蓝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甘蓝品种为小黑北早 ,属中熟品种 ;天达

2116增产剂由山东天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并

提供 ,属叶菜类专用型。
1. 2　试验设计及方法
试验共设 5个处理 ,即叶面喷施天达 2116增产

剂 500、 750、 1 000、 1 250、 1 500倍液 ,并以喷施清水

为对照 ( CK)。小区面积 69 m2 , 3次重复 ,随机排列。
按试验设计分两次喷施 ,第一次在结球初期 ( 7月 15

日 )喷施 ,小区用药液量为 5 kg ;第二次在结球中期
( 7月 28日 )喷施 ,小区用药液量为 7 kg ,其它措施

同常规管理。 收获前 ( 8月 31日 )每小区随机取 3

点 ,每点取 1 m
2 ( 4株甘蓝 )称重 ,取其平均值计产 ,

同时测定单球重、横径、球高 ,记载黑斑病、霜霉病等
病害情况。采收期取各处理的同部位叶球 ,用蒽酮比

色法和称重法分别测定可溶性糖和粗纤维素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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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目前全省每年可利用的作物秸秆达 1 000万 t

以上 ,但其中有 10%以上的秸秆就地焚烧处理 ,浪

费了资源 ,污染了环境。因此 ,应大力发展沼气 ,既可
解决广大农村对能源的需求 ,又可提供大量优质有

机肥源。若全省有 30%的农户应用沼气 ,将 80%以
上的作物秸秆可直接或间接归还农田 ,则有利于农

田土壤养分保持平衡 ,特别是钾素的平衡和肥力的
提高 ,还可有效地保护森林植被。除了推行秸秆直接
还田外 ,也可将有病虫的秸秆或经高温堆制还田 ,同
样可有效供给作物生长需要的钾素。
4. 2　合理施用化学钾肥
施用钾肥是补充土壤有效钾的最直接、最有效

的途径 ,但受资源限制 ,目前钾肥还供应不足。 因此
从贵州省土壤养分丰缺及其变化趋势来看 ,应平衡

施用各种肥料 ,具体为稳定有机肥和氮肥用量 ,重点
改进施肥方法 ,以提高其利用率。如磷肥可一次大剂
量施用 ,应将有限钾肥优先分配给缺钾土壤和敏感
作物 ,对于钾素在中等含量以上的地块应少施或缓

施钾肥 ,以发挥施钾增产的最大效应效益。在施用有

机肥和氮、磷、钾肥的同时 ,应注意配合施用以硼肥
为主的微量元素肥料。
4. 3　有机无机肥均衡施用
充分利用农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等沤制成

的优质有机肥 ,以便土壤养分匮缺的地块能够及时
补充各种养分 ,以提高土壤肥力。在施用高浓缩有机
肥的同时 ,配合氮、磷、钾及微肥 ,推广使用养分释放
缓慢的新型有机无机复合肥或利用生物菌肥分解土

壤中的矿物钾 ,从而达到均衡施肥的目的。
4. 4　生物梯化措施
贵州省山地丘陵占总土地面积的 97% ,生态系

统脆弱 ,而全省大于 15°的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52. 4%。因此以坡耕地为主的土壤 ,应采取生物梯化
(即种植高植物篱 )措施 ,防止农田水土流失 ,培养地

力 ,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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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 ]
。
试验设在西峰区董志乡新庄自然村一科技示范

户菜田内 ,地势平坦 ,有井灌条件 ,前茬玉米 ,栽前施

有机肥 45 t /hm
2
、尿素 300 kg /hm

2
、过磷酸钙 450

kg /hm
2
,深翻耙细后作畦覆膜 ,畦宽 70 cm、高 15

cm,沟宽 30 cm。甘蓝于 5月 12日育苗 , 5月 16日出

苗 , 6月 20日移栽 ,株、行距均为 50 cm ,栽植密度为

39 990株 /hm
2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1)表明 ,喷施天达 2116的各处理

均较对照增产。以喷施 1 250倍液处理的产量最高 ,

折合产量 32 521. 7 kg /hm
2 ,较对照增产 14. 90% ,

其次为 1 000倍液和 750倍液 ,分别较对照增产

14. 33%和 10. 80% 。经方差分析 ,区组间差异不显

著 ( F= 1. 525 8 < F0. 05= 4. 100 0) ,处理间存在极显

著差异 ( F= 7. 136 0> F0. 01= 5. 640 0)。对各处理产
量进一步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 , 500、 750、 1 000、
1 250倍液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但与 1 500倍液处理

和对照间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表 1　不同处理的甘蓝产量

浓度

(倍 )

小区产量 ( kg /69 m2 )

Ⅰ Ⅱ Ⅲ 平均

折合产量

( kg /h m2 )

增产率

(% )

500 209. 9 205. 2 221. 8 212. 3　 30768. 1 ab AB 8. 70

750 221. 0 205. 0 223. 2 216. 4 31362. 3 aAB 10. 80

1 000 227. 7 212. 0 230. 2 223. 3 32362. 3 aA 14. 33

1 250 223. 9 229. 4 220. 0 224. 4 32521. 7 aA 14. 90

1 500 192. 9 201. 9 209. 0 201. 3 29173. 9 bB 3. 07

对照 190. 8 200. 6 194. 5 195. 3 28304. 3 bB

2. 2　对经济性状和抗病性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 ,喷施天达 2116后 ,各处理甘

蓝的单球重、横径、球高均比对照提高。 单球重以
1 250倍液处理的最重 ,为 0. 82 kg,比对照增加 0. 11

kg;其次为 1 000、 750、 500倍液处理 ,比对照分别增

加 0. 10、 0. 07、 0. 06 kg,而 1 500倍液仅增重 0. 02

kg。横径以喷施 1 000倍液最大 ,为 18. 9 cm,比对照

增加 3. 3 cm;其次为 1 250、 750倍液处理 ,分别比对

照增加 3. 0、 1. 7 cm; 500倍液和 1 500倍液处理较

低 ,分别比对照增加 0. 9、 0. 6 cm。球高以 1 250倍液

处理的最高 ,为 14. 2 cm,比对照增加 1. 7 cm ;其次

为 1 000、 750倍液处理 ,分别比对照增加 1. 3、 1. 1

cm。 在结球中后期 ,由于气温高、湿度大 ,霜霉病有

轻度发生 ,黑斑病中度发生 ,收获时调查表明 ,喷施

天达 2116的各处理霜霉病的发病率比对照降低

5. 81%～ 12. 90% ,黑斑病发病率下降 5. 31% ～
14. 49% ,均以 750倍液的处理发病率最低 ,其次为

500倍液和 1 000倍液处理。各处理除 1 500倍液与

对照同期收获外 ,其余处理的采收期比对照提前 2～
4 d。
2. 3　对品质性状的影响
对甘蓝叶球的可溶性总糖和粗纤维素含量测定

结果表明 (表 2) ,喷施 1 250、 1 000和 750倍液处理

的可溶性总糖含量增加较显著 ,比对照分别提高

7. 20%、 9. 84%、 8. 33% ,纤维素含量分别比对照下

降 16. 64% 、 25. 66% 、 19. 73% ,下降幅度大于总糖含

量 ,其它浓度与对照差异不大。
2. 4　经济效益分析
按庆阳市 9月份甘蓝收获期市场价 0. 35元 /kg

计 ,喷施天达 2116处理的产值较对照增加 304. 36～
1 476. 09元 /hm2 ,在其它投入相同的情况下 ,扣除

新增加的用药成本 135. 00元 /hm
2
(全生育期喷药 2

次 ,需天达 2116产品 45袋 /hm
2
,每袋 25 m l,价值 3

元 ) ,纯收入增加 169. 36～ 1 341. 09元 /hm
2
。其中以

喷施 1 250倍液处理的效益最好 ,其产值为

4 217. 40元 /hm
2
,比对照增加 1 476. 00元 /hm

2
,纯收

益增加 1 341. 09元 /hm
2
;其次为喷施 1 000倍液和

750倍液的处理 ,产值分别比对照增加 1 420. 30、
1 070. 30元 /hm

2
,纯收益分别增加 1 285. 30、 935. 30

元 /hm
2
。

3　结论与讨论
3. 1　试验结果表明 ,喷施天达 2116在浓度 750～
1 250倍液范围内都能使甘蓝的经济产量显著提高 ,

增产幅度为 10. 8% ～ 14. 9% ,以喷施 1 250倍液的

效果最好。同时 ,喷施后甘蓝的球高和横径增大 ,叶

片变厚 ,结球紧实 ,单球重显著增加 ,黑斑病和霜霉
病发病率下降 ,成熟期提前并集中 ,有利于其商品价

值的提高。

表 2　不同处理甘蓝经济性状和品质性状

浓度

(倍 )

单球重

( kg )

横径

( cm)

球高

( cm)

霜霉病率

(% )

黑斑病率

(% )

采收期

(日 /月 )

可溶性糖

( g /100 g )

纤维素

( g /100 g )

500 0. 77 16. 5 13. 1 13. 7 18. 0 2 /9 3. 900 1. 060

750 0. 78 17. 3 13. 6 13. 5 17. 7 2 /9 4. 150 0. 907

1 000 0. 81 18. 9 13. 8 13. 8 18. 2 31 /8 4. 208 0. 840

1 250 0. 82 18. 6 14. 2 14. 2 18. 6 31 /8 4. 107 0. 942

1 500 0. 73 16. 2 12. 6 14. 6 19. 6 4 /9 3. 966 1. 120

对照 0. 71 15. 6 12. 5 15. 5 20. 7 4 /9 3. 831 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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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地膜瓜田复种大白菜栽培技术

郭丛阳

(古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 甘肃 古浪　 7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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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膜瓜田复种大白菜是一项一膜两用 ,提高农

田复种指数和经济效益的实用技术 ,复种的大白菜

品质优、产量高 ,产量可达 19 200 kg /hm
2 ,近年来在

河西走廊灌区地膜甜瓜复种大白菜面积占瓜田总面

积的 89. 6% ,现将其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　及时整地

在 7月 5日前后瓜收获时 ,对已摘空瓜的残株

败叶及时清除 ,并尽可能保持垄面地膜完整 ,把残膜

拉展覆平 ,保持垄面高 25 cm ,垄沟宽 40 cm,膜面宽

120 cm ,并及时灌水。

2　合理密植

采用直播方式 ,选用在本区适应性强、品质优的

大白菜品种春秋 -68(维坊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生产 ) ,

采用三角形破膜直播 ,株距 45 cm、行距 50 cm ,栽植

密度为 4 800株 /hm2 ,每穴播种子 5～ 7粒 ,然后覆

沙土 2 cm厚盖严膜孔。

3　田间管理

幼苗出土后 ,为保全苗 ,应分别在“拉十字”、 3

叶期、 6叶期各间苗一次 ,并结合间苗灌水 1～ 2次 ,

适时锄草和浅、中耕 ;莲座期浇水以浅水漫垄为宜 ;

在团棵期追施“艳阳天”牌氮、磷、钾复混肥 150 kg /

hm2 ,以促进发棵 ;结球前 5～ 6 d追施“艳阳天”牌复

混肥 225 kg /hm
2
,并在结球期内每 15 d浇大水一

次 ,保持土壤湿润 ;收获前 10 d停止浇水 ,以利贮

藏。

4　病虫防治

在本区夏、秋复种大白菜 ,主要的虫害为蚜虫和

菜青虫 ,蚜虫可用 2. 5%的溴氰菊酯乳油 2 000倍

液、 20%氰戊菊酯乳油 2 000～ 3 000倍液或 10%氯

氰菊酯乳油 2 000倍液喷雾防治 ,菜青虫可用国产

Bt乳剂 500～ 800倍液或 5. 7%氟氯氰菊酯乳油

1 000～ 2 000倍液喷雾防治。 主要病害为大白菜软

腐病和细菌性角斑病 ,可用 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

可溶性粉剂 200倍液或 14%络氨铜水剂 350倍液

喷雾防治。

5　适时收获

复种大白菜收获期为 9月 15- 25日 ,此时正值

我国南方地区露地蔬菜上市淡季 ,应及时采收上市 ,

其经济效益可观 ,纯收益可达 9 600元 /hm
2左右。

(本文责编:王润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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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品质测定结果表明 ,各处理叶球的可溶性总糖

含量较对照显著提高 ,纤维素含量显著降低 ,说明天

达 2116能明显提高营养品质。其中以 1 000倍液和

750倍液喷施效果好。

3. 3　本研究虽仅为水浇地甘蓝中熟品种 1 a的试

验结果 ,但与我们同期在马铃薯、玉米等作物的试验

结果基本一致
[4～ 5 ]

,说明天达 2116确实具有较显著

地抗病增产、改善品质的效应。 综合产量、效益和品

质分析结果 ,建议生产上以 750～ 1 250倍液、药液
用量 750～ 900 kg /hm2于甘蓝结球初期、中期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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