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补骨脂（Psoralea Corylifoia L）又名胡韭子、破故

纸、黑故子、胡故子、吉固子，为豆科一年生草本植

物。叶小似薄荷，花瓣紫色，实如麻子，圆扁而黑，

九月采，以果实入药[1]。补骨脂种子具有温肾助阳，

纳气止泻等作用。补骨脂种子中的异补骨脂素

（Isopsoralen）和异补骨脂查尔酮（Isobavachalcone）等

化合物具有抗癌作用[2，3]，同时对植物病原菌亦有很

好的抑制作用，可作为植物源农药[4]，也用于生产增

强免疫力的营养保健品[5]。

补骨脂适宜在海拔 1000～1900 m，年均气温

13～22℃的温带或亚热带地区种植，紫色土或砂壤

土的向阳缓坡地为宜[6]。西昌的光照充足、晴天多、

雨量充沛、年温差较小，日温差较大，常年平均气温

17.2℃，土壤深厚肥沃，灌溉便利等优越自然资源能

满足补骨脂生长发育对气候、土壤、生产技术的要

求。

在农业生产中，宽垄双行种植模式在玉米、

花生、烟草等作物上已广泛应用并且取得较好的

效果[7，10]。宽垄双行栽培，具有保垄蓄水的优势，可

改善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以水调肥，充分发挥肥水

耦合效应，满足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目前，补

骨脂主要采用直播（条播、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繁

殖技术[11-12]。考虑到西昌2、3月地表温度高，降雨量

少，故选取育苗移栽方式。本试验拟研究宽垄双

行，两边地膜覆盖、宽垄双行，两边稻草覆盖、宽垄

双行，两边地膜覆盖中间稻草覆盖三种种植模式对

补骨脂生长及产量的影响情况，为西昌补骨脂人工

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时间与地点

2014年2月～2014年10月在西昌学院农业科

学学院学生实训基地（前茬作物为油葵，向阳，地势

平坦，土壤肥力中等，红壤土，灌溉方便）进行。

1.2 试验材料与仪器

1.2.1试验材料

补骨脂种子来源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大丰

镇 巴中药材。

1.2.2试验仪器

C1-203激光叶面积仪；便携式SPAD504活体叶

绿素测定仪。

1.3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共3种模式（表1）,每个处理3个重复，

随机排列，每个小区面积2.4 m2 ，宽垄双行，垄宽1.2

m，栽种2行补骨脂,单垄单行（常规起垄）垄宽0.6

m，栽种1行补骨脂，垄高均为10 cm，垄背整合成龟

背型；按直播规格移栽，条栽行株距为40 cm×20 cm

栽1株[11]。
表1 不同种植模式的处理方案

1.4 施肥量

1.4.1 育苗用肥情况

补骨脂种苗质量受补骨脂种苗密度的影响，种

子用量在30g/m2左右较为适宜[13]。采用温室大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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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育苗过程中,化肥使用情况如下：
表2 育苗施肥及用量

1.4.2 栽培用肥情况

在补骨脂整个生育期中，重施氮肥，增施磷、钾

肥，配合使用有机肥，可促进补骨脂幼苗的生长，也

有利于增产[14，15]。具体用肥情况见表3。
表3 栽培用肥种类及用量

1.5 指标测定与方法

1.5.1 农艺性状测量

株高：用直尺测量植株茎基部到生长点的距

离。

茎围：捆绑法，再用软尺测量。

总叶片数：总叶片数=有效绿叶数目+掉落叶的

叶柄痕数目。

主根长：用直尺测量植株茎基部到根尖的距

离。

补骨脂上部和中部叶片（完全展开叶）的叶长、

宽、叶面积采用C1-203激光叶面积仪测定。

1.5.2 叶绿素含量

采用便携式SPAD505活体叶绿素测定仪测定。

1.5.3 产量记载

记载各个小区补骨脂种子产量，并折合成

667 m2产量并作方差分析。

1.6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利用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和数据统

计软件spss20.0进行整理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模式对补骨脂生育期的影响

3月11日将补骨脂幼苗从大棚移栽到大田，长

到十片真叶左右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枝，此时需要进

行定植。根据表4可知，补骨脂从移栽到现蕾，需要

50 d左右；现蕾期到始果期平均需要16 d；在3个处

理中，处理3(宽垄双行-两边地膜覆盖-中间稻草覆

盖种植模式)较其他宽垄双行种植模式效果好；与对

照(单垄单行-地膜覆盖种植模式)相比，移栽到现蕾

时间缩短了7 d，现蕾到始果时间缩短了5 d。

表4 补骨脂生育期进程表（单位：日/月）

2.2 不同种植模式对补骨脂旺长期生长的影响

2.2.1 旺长期农艺性状表现

4月1日补骨脂定植时，补骨脂生长比较旺盛。

表5表明，在补骨脂定植旺长期，不同种植模式下补

骨脂农艺性状表现差异很大。不同种植模式处理

下，株高在12.0 cm~16.0 cm之间，株高最高的是处

理3，达15.10 cm，处理1和对照株高均为13.75 cm,

最矮的是处理2，株高为12.3 cm。茎围在0.30 cm～

0.50 cm之间，最粗的是处理2，为0.46 cm，比对照茎

围0.38 cm粗 0.08 cm。最细的是处理1，茎围0.33

cm;平均功能叶片数范围在11～12之间，处理1、3和

对照有效叶片数均为12；处理3和对照的叶长均为

5.2 cm,而处理1的叶长4.5 cm，比对照短0.7 cm。各

处理叶宽均低于对照5.0 cm。对照叶面积24.5 cm2，

其次为处理3，为20.2 cm2，叶面积最小的是处理1,

为 14.5 cm2,较对照少10 cm2。主根长在6.50 cm～

8.00 cm之间，最长的是处理2，主根长7.8 cm，较对

照长0.6 cm。可见，处理3的农艺性状指标综合表

现较其他处理好，可能是宽垄双行两边地膜覆盖，

中间稻草覆盖，使土壤的保水、保温和保肥能力得

到提高，为补骨脂生长发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

件。
表5 不同种植模式在补骨脂苗期时的农艺性状

2.2.2 不同种植模式对补骨脂旺长期叶绿素含

量的影响

叶片中叶绿素含量越高，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

越强。其含量的高低，也反应出植物的健康状况和

生存能力。

2.2.2.1 旺长期补骨脂上部叶叶绿素含量

补骨脂上部叶叶绿素含量见表6，对各处理进

行方差分析，F=7.87>F0.01［F0.01（3，8）=7.59］，表明

不同种植模式对补骨脂旺长期上部叶叶绿素含量

影响极显著。将各处理进行多重比较，处理2、3之

用肥时间

三叶期

6、7片真叶时

育苗肥浓度（总养分48%）

每袋130 g兑清水460 kg

每袋130 g兑清水250 kg

使用说明

每隔3 d喷浇一次，次日浇请水

每隔2 d喷浇一次，次日浇请水

施 肥

时 间

移栽用肥

营养生长期

现蕾期

花期（7、8月中旬）

有机肥

kg /2.4 m2

10

2

2

2

氮 肥

g/2.4 m2

120

200

200

200

磷 肥

g/2.4 m2

80

100

150

150

钾 肥

g/2.4 m2

80

100

150

150

处理

1

2

3

4（CK）

移栽期

11/3

11/3

11/3

11/3

定植期

1/4

1/4

1/4

1/4

现蕾期

1/5

2/5

27/4

4/5

始果期

18/5

20/5

12/5

24/5

处理

1

2

3

4(CK)

平均株

高（cm)

13.75

12.30

15.10

13.75

平均茎

围（cm）

0.33

0.46

0.41

0.38

平均总

叶数

14.33

13

14

14

平均功

能叶数

12

11

12

12

主根

长/cm

7.50

7.80

6.80

7.20

长/cm

4.5

4.8

5.2

5.2

宽/cm

3.7

4.1

4.1

5.0

面积/cm2

14.5

17.3

20.2

24.5

中部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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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上部叶叶绿素含量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对

照。处理2含量最高，为37.6。
表6 旺长期补骨脂上部叶片叶绿素含量（SSR）（单位：SPAD)

2.2.2.2 旺长期补骨脂中部叶叶绿素含量

对各处理的中部叶叶绿素含量（表7）进行统计

分析，F=10.46>F0.01［F0.01（3，8）=7.59］，表明不同

种植模式对补骨脂旺长期中部叶叶绿素含量影响

极显著。中部叶叶绿素含量最高的是处理 3，达

34.1，较对照高6.5 spad。进行多重比较，处理1、2、3

之间含量差异不显著，处理1和对照的叶绿素含量

差异不显著。
表7 旺长期补骨脂中部叶片叶绿素含量（SSR）（单位：SPAD)

综合来看，处理3的补骨脂植株上叶片中的叶

绿素含量相对其他处理较高。

2.3 不同种植模式对补骨脂成熟期农艺性状的影响

表8可见。各处理组的株高范围在185.0 cm～

210.0 cm之间，最高的是处理3，株高200.1 cm，其次

为对照，196.6 cm；各处理茎围差异不大，在1.45～

1.60 cm之间，处理2茎围最粗为1.58 cm，其次为处

理3，茎围1.55 cm。补骨脂全株总叶数在190～210

之间，功能叶155～175之间，叶片数越多，叶面积不

一定越小，处理3 的叶片数、叶面积相对较大；在田

间收获时，各处理植株茎杆均表现为直立，说明它

们的抗倒性好。
表8 不同种植模式在补骨脂成熟期时的农艺性状

2.4 不同种植模式对补骨脂产量的影响

各个小区的产量统计分析结果（表9）。其中产

量最高的是处理 3，166.33kg/667m2，比对照高出

40.63 kg/667 m2。
表9 不同种植模式下补骨脂产量分析

对补骨脂产量进行方差分析（见表10），F处理间=

44.73>F0.01（F0.01（3,6）=9.78），F 区组间=18.76>F0.01（F0.01（2,6）=

10.92），表明种植模式、区组设置对补骨脂产量均有

极显著影响。
表10 表9补骨脂产量方差分析表

经多重比较，不同种植模式下补骨脂产量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其中，处理1和处理3补骨脂平均

产量极显著高于对照，而处理2与对照产量差异无

显著水平。（表11）。
表11 多重比较结果的字母标记（SSR法）

3 讨论与结论
在不同种植模式下，补骨脂各个发育阶段的农

艺性状、病虫害有很大差异，进而影响补骨脂产量

和品质。在西昌地区，5月开始进入雨季，温度较

高、湿度较大，日温差也很大，补骨脂生长速度很

快。在生长过程中，会遇到西昌特殊天气，如连续

一周的30 ℃及其以上的高温或持续降雨的天气，在

管理过程中，栽种地应远离栽种番茄、辣椒等作物

的地块，要注意排水排湿，清除杂草。

试验结果表明，宽垄双行，两边地膜覆盖比单

垄单行，两边地膜覆盖的种植模式综合表现较好，

在宽垄双行种植模式中，处理3（宽垄双行，两边地

膜覆盖，中间稻草覆盖）的表现最好。从移栽到始果期

较对照缩短了12 d,农艺性状表现为，株高整齐，茎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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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有效叶片多，长势强，抗倒伏，产量居于试验产量的

第一位（166.33 kg/667m2），较对照多40.63kg/667m2。

在补骨脂栽培过程中，发现苗期从茎基部分化

出很多侧枝，有些多达20条，进行了部分抹丫打杈，

而抹丫打杈的程度对产量的影响有待探讨。此外，

移栽后，大棚中剩余的补骨脂幼苗在生长过程中叶

片出现类似马铃薯Y病毒的叶片症状，而在试验田

中未出现该症状，镜检下，未发现孢子，初步诊断可

能为病毒性病害或者高温引起的生理病害，具体成

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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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on Growth, Yield and Quality
of Psoralea Corylifoia

ZHONG Xiao-ying，XIE Qing，YOU Yu，YU Qian-yuan，LUO qiang，LIU Jian-lin
(Schoo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Effects of three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on growth period, agronomic traits,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production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with Psoralea Corylifoia in Xichang reg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t cropping patterns had ver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yield of Psoralea
Corylifoia.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the planting patterns of two rows planting in wide ridge, the plastic

film covering its two sides and straw covering its middle part was suitable for P. corylifoia production in was best, and

its agronomic traits were plant height consistencies, stem thickness, efficient growing vigorously, high resistance and

lodging and the yield was highest (166.33kg per 667m2) that more higher 40.63 kg per 667m2 than the contrast.

Therefore, this cropping patterns is better suited for cultivating the Psoralea Corylifoia.
Key words: Psoralea Corylifoia；planting pattern；growth；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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