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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 2 1 1 6"对西藏大棚蔬菜 

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 

刘翠花 李菊 张存 

(西藏农牧 学院，西藏 林芝 86oo0o) 

摘 要 ：施用“天达 2116”对西藏大棚蔬菜增产作用十分明显。喷施 “天达 21l6”能促进 油麦菜生长发 

育，而且能提高油麦菜的产量。处理的产量比对照提高8．O7 ，其中可以上市的净菜提高 14．89 ，而 

废弃的莱叶量却比对照减少6．67 9／6；喷施“天达 2116”能促进上海青瓢白菜生长发育，而且能提高上海 

青瓢白菜的产量。处理的产量比对照提高 15．86 ，其中可以上市的净菜提高 15．75 ，而废弃的菜叶 

量比对照提高l6。67 。说明喷施“天达 2116”能促进油麦菜、海青瓢白菜的生长发育，不仅能提高它们 

的产量，而且还减少废弃莱叶数量，提高它们的上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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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安全和生态环 

境的关注，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及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尤其是对普遍食用的蔬菜，要求越来越高，无公 

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已成为人们的需求，农产 

品质量已成为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焦点，农业正经受着 

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产量型向效益型转变的深刻历 

史变革。我国现行的以追求数量增长为主的传统农业 

技术已很难满足和支撑无公害农产品及保障人们安全 

健康的需要。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为了与我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策略相适应，进一步提高我国蔬菜的生产 

水平，充分发挥我国蔬菜等产业的比较优势，创造具有 

国际标准的新产品，占有国际市场的相当份额，把蔬 

菜、果业、茶叶的高经济效益建立在出口创汇的基础之 

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们 

必然的选择。因此，我们于 2008年在西藏林芝地区大 

棚蔬菜上进行“天达 2116”喷施试验，研究了“天达 

2116”在西藏大棚蔬菜上的应用效果 ，为该产品在西藏 

地区蔬菜上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试剂：为“天达 21I6”瓜茄果专用型生物 

制剂。 。 

供试蔬菜：为西藏八一镇种植面积较大的油麦菜、 

上海青(瓢白)。 

“天达 2̈ 6”是山东大学生命科学院陈靠山教授 

根据健康栽培原理，针对农业生产中农药残留超标问 

题，综合利用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在稳定和保护植物细 

胞膜的功能，提高植物抗逆性和植物细胞生理活动效 

率，诱导作物生理抗病性并改善作物生产率和产品品 

质的基础上 ，于 1994年开始在全 国及世界 2O多个 国 

家做了上万次试验。经过 10多年不断研究和反复实 

践，最新开发成功并被列入国家“863计划”的高科技 

产品，它含有 23种有效成份，其有效成分主要是：复合 

氨基低聚糖、有机质和多种中微量元素等植物诱导抗 

性物质和必需营养物质。它不仅能解除药害，迅速降 

解农药残留，优化品质，诱导作物提高抗逆性，增加产 

量，为植物的健康生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具有抗病 

虫，抗霜冻、抗旱等机理，是一种新型植物细胞膜稳态 

剂。1999年山东天达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产 

业化，是目前代表生态农业产品的最新高科技水平， 

“天达 2116”是“山东省出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的 

专用产品。 

“天达 21l6”瓜茄果专用型的成分：海洋生物性物 

质，细胞膜稳态物质，诱导抗病物质。 

“天达 2116”瓜茄果专用型的性能：活化细胞生长 

基因，保护细胞膜免受伤害。诱导植株增强抗病抗逆 

能力。促根系发达，茎蔓粗壮，有效控制徒长保花，保 

果，提高座果率。早熟不早衰，延长采收期。膨果均 

匀，着色好，无畸形果，无空洞果，提高品质，无残留。 

保果实膨大，增产效果显著。可缓解除草剂药害，其他 

* 基金 项 目：西藏 自治区科技 计划项 目“‘天达 2l16’提 高西藏作 物、蔬 菜抗旱性 、抗寒冷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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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害及肥害。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2个处理，即处理 1为常规施肥十喷施 

“天达 2116”叶面施肥处理，2为常规施肥+喷施等量 

清水作对照。在两种蔬菜移栽缓苗后开始试验处理， 

每隔 7天喷 1次“天达 2116”瓜茄果专用型生物制剂， 

共喷 3次。喷施浓度均为每袋产品(25g)兑水 15kg， 

搅匀，喷施叶面，充分湿润为止。 

油麦菜移栽时株行距为 20×20cm，南北行向，该 

小区面积 ：5．2×2．7—14．04m 。上海青 (瓢 白)移栽 

时株行距 为 15×15cm，该小 区面 积：2．7×5—13． 

5m 。处理小区与对照小区的田间管理完全相同。 

1．3 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措施同其他温室的常规管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喷施“天达 2116”对油麦菜生长发育的影响 

根据试验设计，6月 10日移栽油麦菜苗，分别于6 

月 15日、6月 22日、6月 29日喷施“天达 2116”瓜茄 

果专用型生物试剂三次。每次在各个小区的样段内数 

十株油麦菜的叶片数，再取其平均值进行比较，已观察 

处理与对照之间的差异。于 7月 4日收获油麦菜 ，对 

可以上市的油麦菜与废弃菜叶分别称取产量，处理和 

对照的各种调查结果详见表 1。 

表 1 喷施“天达 2ll6”对油麦菜生长发育的影响 

第一次 2008．6．15 F午 7～8点 7．7 6．7 

第二次 2008．6．22 下午 7～8点 10．7 10．3 

第三次 2008．6．29 下午 7～8点 15．4 15．7 

收获 2008．7．4 未喷试剂，只数叶片数 19．0 18．2 

由表1可以看出，喷施“天达2116”能促进油麦菜生 

长发育，而且能提高油麦菜的产量。收获时处理过的油 

麦菜产量 ：27kg净菜+10．5kg废弃叶；而对照 CK的产 

量：23．5kg净菜+11．2kg废弃叶。处理的产量比对照 

提高8．O7 ，其中可以上市的净菜提高 14．89 ，而废 

弃的菜叶量却 比对照减少 6．67 。说明喷施“天达 

2116”能促进油麦菜生长发育，不仅能提高油麦菜的产 

量，而且还减少废弃菜叶数量，提高油麦菜的上市率。 

2．2 喷施“天达 2116”对上海青生长发育的影响 

根据试验设计，6月 20日移栽上海青瓢 白菜苗， 

分别于 6月 26日、7月 4日、7月 10日喷施 “天达 

2116”瓜茄果专用型生物试剂三次。每次在各个小区 

的样段内数十株上海青瓢白菜的叶片数，已观察处理 

与对照之间的差异。于 7月 14日收获上海青瓢白菜， 

对可以上市的上海青瓢 白菜与废弃菜叶分别称取产 

量，处理和对照的各种调查结果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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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喷施“天达 2116”对上海青生长发育的影响 

第一次 2008．6．26 下午 7～8点 4．6 4．5 

第二次 2008．7．3 下午 7～8点 6．6 6．1 

第三次 2008．7．9 下午 7～8点 9．3 9．0 

收获 2008．7．14 未喷试剂，只数叶片数 11．0 10．5 

由表 2可以看出，喷施“天达 2116”能促进上海青 

瓢白菜生长发育，而且能提高上海青瓢 白菜的产量。 

收获时处理过的上海青瓢白菜产量：27kg净菜+10． 

5kg废弃叶；而对照 CK的产量 ：43．5kg净菜+6kg废 

弃叶。处理的产量比对照提高 15．86 ，其中可以上 

市的净菜提高 15．75 ，而废弃的菜叶量比对照提高 

16．67 。说明喷施“天达 2116”能促进上海青瓢白菜 

生长发育，提高上海青瓢白菜的产量。 

喷施“天达 2116”瓜茄果专用型生物制剂，两种供 

试蔬菜的共同特征是处理的均比对照的叶色浓绿，叶 

绿素含量增加，光合作用增强，所以产量提高。 

施用“天达 2ll6”对西藏大棚蔬菜增产作用十分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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