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艺学 《现代农业科技))2010年第2期 

天达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等在大蒜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鲁学习 

(山东省苍山县农业局，山东苍山 277700) 

摘要 研究了天达 2l16植物生长营养液等在大蒜上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天迭 2116植物生长营养液、坤奇尔生物茵肥对大蒜的生 

长发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改善了大蒜的品质，提高了大蒜对叶枯病的抗性。喷施天达 2l16植物生长营养液 1．5t／hm2，蒜头产量达 13．85t／hm ， 

较对照增产 17．97％，蒜薹产量这 10．93t／hm ，较对照增产 23．50％；喷施坤奇尔生物茵肥 6L／hm ，蒜头产量达 13．67t／hm ，较对照增产 16．44％， 

蒜薹产量这 10．65t／hm2．较对照增加 20-34％。均迭极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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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山东 省 出 口农产 品 良好 农 业操 作 规范 总 则 

(GAP)”对保质、保产、保环境的要求，探讨了天达2116植物 

生长营养液、坤奇尔复合生物菌肥等在大蒜上的应用效果， 

以为制订出口大蒜良好农业操作规范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天达 2ll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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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先 

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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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寿光绿州农 

化有限公司)。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6个处理 ，分别为 ：天达 2l16植物生长营养液 

1．51．／hm2(A)，黄金钾 1．5I．／hm (B)，绿先丰 1．2L／hm2(C)，绿源 

宝 1．5L／hm (D)，坤奇尔复合生物菌肥 6L／hm (E)，以清水为 

对照(CK)。小区面积 30m。，3次重复，随机排列。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苍山县神山镇后杨庄村、神山东南村和三合乡 

赵村 3个试验点，试验地势平整，有水浇条件，肥力中等，田 

间栽培管理、基肥的使用量、大蒜品种及病害发生程度一 

致。各处理均于大蒜花薹伸长期(4月 15日)第 1次喷施 ，以 

后每隔 7d喷施 1次 ，连喷 3次。采用卫士牌背负式喷雾器 

对水常规喷雾，均匀喷洒叶面Il' 。 

1．4 田间调查方法 

1．4．1 长势调查。采取对角线五点取样法调查 ，每点取 1O 

株，每次施药后 5、7、14d，调查标记的大蒜植株长势。长势分 

级方法：1级一壮株，植株健壮，叶片绿 ，茎杆粗壮 ，根系发达 

无病 ；2级一旺株 ，比健壮植株节间长 ，叶色淡绿，茎杆细 ，有 

部分病叶；3级一弱株，植株矮小，叶色黄 ，有病嘲。 

1．4．2 抗逆性调查。采取对角线五点取样法调查，每点取 10 

株 ，于施药前 、第 1次施药后 7d及第 3次施药届 5、7、14d 

调查标记大蒜植株叶枯病病情指数，计算防治效果。叶枯病 

分级方法 ：0级一无病斑 ；l级一病斑面积 占整个叶片面积 

的 5％以下 ；3级一病斑 面积 占整 个叶片面积 6％～10％；5 

级一病斑面积 占整个叶片面积 的 11％一20％：7级一病斑面 

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21％～50％：9级一病斑面积占整个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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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积的 50％以上 。 

防治效果c％，=c卜毳兽 器蔫籍鬈嚣 ， oo 

病黼数= 鬻臻 ×l00 
1．4．3 大蒜商品率调查。于收获期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法 ． 

每点调查 20头，调查大蒜的商品率。出 口大蒜头分级标准： 

l级一4～6瓣 ，直径 5era以上 ，没有病残和杂质 ；2级一4～6 

瓣，直径4～5em之间，没有病残和杂质；3级一4～6瓣，直径 

4cm以下，病残率小于 5％。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势 

由表 1可以看出，处理 A 1级壮株占86．5％，其次是处 

理 E，1级壮株 占 82．4％，处 理 B位 于 第 3。1级 壮株 占 

80．1％，分别比 CK高出 23．0、18．9、16．6个百分点 ，长势明显 

优于对照区。处理 C、D的 2级旺株分别 占 14．8％、15．6％，比 

CK稍高，其他均低于CK。对于3级弱枝，CK比各处理均高。 

表 1 大蒜植株长势调查 (％) 

2．2 抗逆性 

由表 2可以看出，第 3次喷药后 14d，处理 A、E、B的病 

情指数分别是 10．86、12．02、14．35，防治效果分别为 59．68％、 

53．65％、51．35％，对大蒜的叶枯病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2．3 产量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处理A的蒜头平均产量 13．85t／hm ， 

较 CK增产 17．97％；蒜薹平均产量 l0．93t／hrn2，较 CK增产 

23．50％，达极显著水平，居第 1位。处理 E的蒜头平均产量 

13．67t／hm2，较CK增产 l6．44％；蒜薹平均产量 10．65t／hm ，较 

CK增产 20．34％，居第 2位。处理 B的蒜头平均产量 12．98 

t／hm ，较 CK增产 10．56％；蒜薹平均产量 9．47t／hm ，较 CK增 

产 7．01％，居试验第 3位。 

2．4 品质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处理 A的 1、2级蒜头共占91．7％，其 

中 1级的占61．2％；处理 E的 1、2级蒜头共占88．4％，其中 
一 级的占59．6％；处理 B的 1、2级蒜头占79．3％，其中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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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53．1％。处理 A、E、B的商品价值均得到提高，经济效益 

显著。 

表 4 大蒜蒜头商品率调查统计 (％) 

3 讨 论 

天达21I6植物生长营养液、坤奇尔复合生物菌肥对大 

蒜的生长发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改善了大蒜的品质，提高 

了大蒜对叶枯病的抗性 。经产量分析表明，处理 A、E较对 

照增产明显，增产蒜头 17．97％、16．44％，增产蒜薹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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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认为适宜的温度不仅能促进作物的增产 ，而且能改善其 

品质问。宋维峰研究甘肃砂田后认为，土壤温度的增加，对喜 

温的瓜类作物来说 ，不仅能丰产，还能提前成熟，改善品 

质朗。田媛等根据研究结果发现，砂田的温度在 1d的任何时 

间都高于土田，认为西瓜高产和品质较好的因素就在于此圈。 

可见 ，良好的温度条件是籽瓜和西甜瓜等特色经济作物增 

产和改善品质的基础。 

籽瓜是我国的特色经济作物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灌 

溉地籽瓜种植区域年降水不足 300mm，籽瓜种植面积大 、产 

量高、栽培技术先进 ，以宽膜覆盖平播高密度栽培技术 、垄 

作沟灌栽培技术和膜下滴灌栽培技术㈣为主的节水高产栽 

培技术近年来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甘肃省砂田籽瓜栽 

培历史悠久 ，种植面积大 ．关于砂 田籽瓜栽培 已有大量研究 

报道。但对旱地地膜籽瓜不同覆膜模式的土壤温度效益研 

究甚少。 

该研究提出的旱地全膜覆盖垄 上沟播技术即“起垄+全 

膜覆盖+沟播 ”有效地解决了干旱 、半干旱偏旱区不铺砂种 

植籽瓜的问题．具有明显改善和调节农田小环境的功效， 

能显著增加土壤温度、籽瓜生育期总积温，并使平均积温达 

到籽瓜生长发育的最佳温度，为籽瓜增产和种植区域的扩 

20．34％；处理 A、E 1、2级蒜头分别 为 91．7％和 88．4％。经方 

差分析多重比较 ，达到极显著水平 ，投入产出比天达 21l6 

为 1：10．6、坤奇尔为 1：8．9。天达 2l16植物生长营养液、坤奇 

尔复合生物菌肥可以在大蒜上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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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供了保证。 

与其他覆膜模式相比，全膜覆盖垄上沟播技术特别是 

秋季全膜覆盖垄上沟播技术和顶凌全膜覆盖垄上沟播技术 

能显著增加籽瓜生育期不同层次土壤温度，增加0—20cm土 

壤平均温度，增加籽瓜生育期总积温，并使平均积温达到了 

籽瓜生长发育的最佳温度，为籽瓜增产和种植区域的扩大 

提供 了保证 ，增加籽瓜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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