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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 了天迭 2116在生姜上的应 用效果，结果表 明：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对生姜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喷施 2 250mL／hmz 

天迭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生姜产量达 27．1t／hrn2，较对照增产 18．5％，达极显著水平，同时提 高了生姜对炭疽病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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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护生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探讨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在生姜上的应用 

效果，为生姜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I 材料与方法 

I．I 材料 

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山东天达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黄金钾(河北省昌黎县好收成农化制品厂)；坤奇 

尔复合生物菌肥(新疆惠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绿源宝(山 

东寿光绿洲农化有限公司)。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6个处理，分别为：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 

1．5L／hm2(A)；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 2．25L／hm2(B)；黄 

金钾 1．5kg／hm (c)；绿源宝 1．5kg／hm。(D)；坤奇尔复合生物 

菌肥(液体)6．0L／hm2(E)；清水对照(CK)。每个小区面积 

30m2，3次重复，随机排列。 

1-3 试验方法 

试验地点设在苍山县大仲村镇索村 、马山村和卞庄镇的 

葛庄村 3个试验点。地势平整，有水浇条件 ，肥力中等，田间 

栽培管理、基肥的使用量、生姜品种及病害发生程度一致。 

采用卫士牌背负式喷雾器对水常规喷雾，均匀喷洒叶面。各 

处理均于生姜生长中届期开始使用，8月16日第 1次喷施， 

以后每隔7d喷施 1次，连喷 3次。 

1．4 田间抗逆性调查方法 

采用对角线 5点取样法调查，每点取 10株，于施药前、 

第 1次施药后 7d及第 3次施药后 5d、7d、14d调查标记生姜 

植株的炭疽病病情指数，计算防治效果。 

炭疽病分级方法：0级为无病斑：1级为病斑面积占整 

个叶片面积的5％以下；3级为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6％ 

10％；5级为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11~／o--20％；7级为病 

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21％~50％；9级为病斑面积占整 

个叶片面积的 50％以上。 

防治效果c％ c 一萎 l}；喜 鼋薯霈 oo 约后灯照炳于茸×约刖处 、炳于旨 

病情指数c％， 慧 氅 调盈思叶教×最商 缴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抗逆性 

×100 

对生姜炭疽病的防治效果，由表 1可以看出，第 3次喷 

药后 14d，处理 B、处理A、处理 c的病情指数分别为 12．O7、 

11．74和 12．01，防治效果分别为 43．19％、39．37％~13 39．28％， 

对生姜炭疽病有明显的防治效果。经过田间调查，使用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后，对生姜没有造成不良反应和药害。 

2．2 产量分析 

表 1 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等处理对生姜炭疽病的防治效果 

由表2可以看出，处理 B平均产量为27．1t／hm2，比对照 

增产 18．5％；处理A平均产量为26．9tlhm ，比对照增产17．8％； 

处理E平均产量为25．8t／hm2，比对照增产 12．7％。 

由表3可以看出，经方差分析多重比较 ，各处理间产量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各区组间产量差异显著。 

3 结论 

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对生姜的生长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改善了生姜的品质，提高了生姜对炭疽病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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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生姜产量 

天达 2116的投入产出比为 1．0：9．6。天达 2116植物生长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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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种混交比例下生物量情况 

2．2 林下植被生物量及其分配 

从图2可以看出，混交林中林下植被的生物量比马尾松 

纯林的低，马尾松纯林中林下植被生物量高达 2．978t／hm 。 

这主要是由于马尾松为强阳性树种，纯林林冠稀疏，林下光 

照较充足，导致林下植被生长旺盛，生物量较高。而在混交 

林中由于一些较耐阴树种的介入．马尾松和阔叶树形成的林 

冠郁闭度较大，生物量降低，林下光照及营养相对较弱。 

3 结论与讨论 

5种混交林比例的马尾松混交林生物量(除比例小于 

20％的 )均 比马尾松纯林 高 ，分别 为 246．485t／hm2、281．583 

t／hm 和 273．946t／hm 。而马尾松纯林的乔木总生物量为 

232．657t／hm2。因此，马尾松与阔叶树混交能够促进森林生 

物量的提高。 

尽管混交林和纯林中物种数量基本一致，但混交林中林 

下植被层生物量却明显低于纯林，表明在混交林中林下环境 

嘲 

刊 

81-1oo 61~8o 41~6o 21—40 1 

混交比例∥％ 

图2 5种混交比例林下植被生物量情况 

较为阴暗，抑制了林下植被的生长。因此 ，在对混交林的管 

理中，应当注意及时人工去除上层枯枝，增加光照强度 ，从 

而利于促进地下植被生长及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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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光照强度与光照时间对扶芳藤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看，B配方折算金额最低 ，运用B培养基不影响苗的质量， 

而且显著降低成本。可在扶芳藤工厂化繁育中应用。 

表 4 不同培养基扶芳藤生长情况及培养基成本核算 

2．3 移栽试验 

2．3．1 试管苗光诱导时间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从表 5可 

看出，试管苗诱导时间对移栽成活率影响极大，随着光诱导 

时间的增加，试管苗污染率有所上升 ，但苗增高度、成活率 

呈增加趋势，且叶色由绿增至深绿，其中诱导30d试管苗茎 

杆粗壮、叶大、叶色浓绿。表现出露地苗的生长状况。 

表 5 自然光照时间对扶芳藤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光照时间／／a 污染率∥％ 苗增高∥cm 叶色 成活率∥％ 

2．3．2 扦插快繁试验。试验发现在炉渣内扦插扶芳藤茎段， 

IAA和IBA两种激素处理的苗基部均发生腐烂现象，生根率 

不高，而在珍珠岩中效果较为理想，尤其是 I从 1．00mg／L处 

理 ，30d后生根率达 85％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在组培快繁过程中，如果继代次数过多，容易造成优良 

种性变异，而且幼苗细弱，影响成活率，而用低浓度的生长 

素和细胞分裂素的一次成苗培养基能保证快繁的纯度及苗 

木质量 ，同时简化工作程序 ，这种培养方式对经济果木的试 

管苗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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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分析 

变异来源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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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和 均方 F Fm 
3-33 

4_1O 

Fn【】1 

5．64 

7．56 

处理间 
区组间 

误差 

总合 

156 952．94 31 390．58 79．52} 

3 347．31 1 673．65 4．24* 

3 947．24 3 94．72 — 

164247．50 一 一 

注： 差异显著；# 差异极显著。 

液可以在生姜生产上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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