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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洋葱新品种“西葱#号”的“一道清”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单成海 !，苏晓芳 !，穰 菁 #

（!$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会东县农业局，四川 会东 %!&#’’）

【摘 要】本试验用“一道清”的高产长效施肥技术，在激光诱变选育出的红皮洋葱新品种“西葱 # 号”上

施用，通过与常规施肥试验的对比，得出使用这种施肥技术可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 #&( 左右，能满足洋葱生

长全过程的需要；还能降低洋葱早期抽苔率 "’( 左右，改善洋葱品质，产量提高 "( 以上，施肥上用工减少

" ) * 以上。在生产应用上有极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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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洋葱施肥存在着选择肥料种类和施用

方法的难题。一方面洋葱属于百合科类作物，有其

特殊的需肥特点，难以找到适合的肥料；另一方

面，由于洋葱生长周期长，从幼苗移栽到收获约需

- 个月的时间，且种植大多采用薄膜覆盖，施肥方

法一直存在以下难题：!$ 覆膜后施肥不便；#$ 多

次施肥用工较多，一般施 * 3 & 次；"$ 后期施肥因

只能表施，或随水灌施，肥料利用率不高；*$ 长

期施用化肥土壤容易板结。造成洋葱生产成本高，

品质较差。因此，尽快研制适宜洋葱的长效缓释有

机复合肥，能保证洋葱对各种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的需要。它以高腐殖质为基质，并用有机膜将化肥

有效成分按比例包被起来，从而将速效养分重新整

合为速效、吸附和膜态三大类型，有效地控制养分

的释放速度，达到长效缓释的目的，可显著提高肥

料利用率 #&( 左右，能满足洋葱生长全过程的需

要；应用它能降低洋葱早期抽苔率 "’( 左右，改

善洋葱品质，长势良好，产量提高 "( 以上；同时

只施肥一次，节约劳动力，施肥上的用工至少减少

" ) *，总成本降低 !’( 以上；该专用肥中的大量腐

殖酸还能补充土壤有机质取到培肥地力，改善土壤

结构的作用。

! 供试材料和方法

!$ ! 供试材料

红皮洋葱新品种 “西葱 # 号”、课题组研制的洋

葱 “一道清”长效肥 （以下简称洋葱专用肥）、化学肥

料和农家肥（腐熟的猪牛粪料）。

!$ #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由课题组分别在西昌市礼

州镇、兴胜乡、安宁镇、西乡乡进行 “一道清”施肥和

常规施肥对红皮洋葱“西葱 # 号”的比较试验。

# 红皮洋葱“西葱 # 号”的特征特性

#$ ! 特征特性

“西葱 # 号”红皮洋葱品种（系）属极早熟品种。

株高 //$ "!45 左右，株型紧凑，全株叶片 / 3 !! 片，

叶色深绿，叶面有腊质，鳞茎略似锥形，外皮紫红

色。鳞茎鲜重 "’’ 3 &&’6，单个鳞茎平均 "!#$ &6，平

均 生 育 期 #!&7 左 右 ， 极 早 熟 ， 平 均 比 对 照 早

!*$ #&7，抽苔率低。田间表现高抗霜霉病、灰霉病和

锈病。耐贮性好、株形紧凑、早期抽苔率低，产量高，

耐寒、耐热、品质好、产量高 1 0’’’’86 ) 95# 2。
#$ # 与原品种的比较

“西葱 # 号”与原品种主要差异是：（!）生育期提

前，原品种的生育期约为 #"’7，新品种生育期约为

#!&7，生育期提前 !&7 左右；（#）原品种的早期抽苔

率约 *’( ，新品种的早期抽苔率约 !’( ，降低了

"’( 左右；（"）原品种的产量约为 /-’’’86 ) 95#，新品

种的产量约为 0’’’’86 ) 95#，比原品种增产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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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肥对比试验

#$ ! %&&’ 年到 %&&( 年，由课题组分别在西昌市礼

州镇、兴胜乡、安宁镇和西乡乡进行红皮洋葱 “西

葱 % 号”不同施肥方法的产量对比试验。详见表

!：

地 点 “一道清”施肥总用工量 )个 * 公顷 + 对照（常规施肥）总用工量 )个 * 公顷 +

礼州镇 ,$ ’ #&
兴胜乡 ,$ ’ #,$ ’
安宁镇 ,$ ’ ’%$ ’
西乡乡 ,$ ’ #&

表 " “一道清”施肥法与常规施肥方法的用工量比较 ) %&&’ - %&&( +

由表 # 可见：红皮洋葱品种 “西葱 % 号”，用 “一

道清”施肥比对照（常规施肥）施肥，其肥料利用率比

对照平均提高 %’$ #%. 左右。

#$ " %&&’ 年到 %&&( 年，由课题组分别在西昌市礼

州镇、兴胜乡、安宁镇、西乡乡进行红皮洋葱“西葱 %
号”的 “一道清”施肥与常规施肥用工量比较试验

)以每公顷的施肥总用工量表示 +。试验结果详见表

"：

表 # “一道清”施肥量与常规施肥量的比较试验结果（%&&’ - %&&( 年）

地 点 “一道清”施肥 ) /0 * 12% + 对照（常规施肥）) /0 * 12% + 比对照减少（. ）

礼州镇 %,&& #"’& %!$ ,"
兴胜乡 %,&& #(&& %’$ &&
安宁镇 %,&& #(,’ %($ ’#
西乡乡 %,&& #,’& %3$ &&

礼州镇 &$ &3 4$ % &$ &3 "&$ # #!$ !
兴胜乡 &$ &3 4$ ( &$ &3 #3$ 4 %4$ #
安宁镇 &$ &3 !!$ ( &$ &3 #4$ 3 %3$ %
西乡乡 &$ &3 4$ 4 &$ &3 "!$ % #!$ #

“一道清”施肥 对照（常规施肥） 比对照

面积（12%） 抽苔率 ). + 面积（12%） 抽苔率 ). + 减少（. ）
地 点

表 % “一道清”施肥法与常规施肥方法的抽苔率比较试验结果（%&&’ - %&&( 年）

由表 % 可见：红皮洋葱品种 “西葱 % 号”，用 “一

道清”施肥比对照（常规施肥）施肥，其早期抽苔率比

对照平均低 #&. 左右。

#$ # %&&’ 年到 %&&( 年，由课题组分别在西昌市礼

州镇、兴胜乡、安宁镇、西乡乡进行红皮洋葱“西葱 %
号5的“一道清”施肥量与常规施肥量比较试验。试验

结果详见表 #：

地 点

表 ! “一道清”施肥法与常规施肥方法的产量比较试验结果（%&&’ - %&&( 年）

“一道清”施肥 对照（常规施肥） 比对照

面积（12%） 平均产量 ) /0 * 12% + 面积（12%） 平均亩产 ) /0 * 12% + 增产（. ）

礼州镇 &$ &3 3"’’%$ & &$ &3 3"%4’$ ’ #$ &"
兴胜乡 &$ &3 3"!&#$ ’ &$ &3 3#3"3$ ’ #$ &"
安宁镇 &$ &3 33,#3$ ’ &$ &3 3(&,&$ & #$ !&
西乡乡 &$ &3 3,%’%$ & &$ &3 3(43’$ & #$ &,

由表 ! 可见：红皮洋葱品种 “西葱 % 号”，用 “一

道清”施肥比对照（常规施肥）施肥，其产量比对照平

均高 #$ &(. 左右。

#$ % %&&’ 年到 %&&( 年，由课题组分别在西昌市礼州

镇、兴胜乡、安宁镇和西乡乡进行红皮洋葱“西葱 % 号5
的“一道清”施肥与常规施肥抽苔率对比试验。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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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红皮洋葱品种 “西葱 # 号”，用 “一

道清”施肥比对照（常规施肥）施肥，其施肥用工可减

少 $ % & 以上。

& “一道清”施肥技术要点

用 “一道清”施肥技术对红皮洋葱新品种 “西葱

# 号”的高产栽培技术要点如下：

&’ ! 选用良种：栽种“西葱 # 号”的前茬是水稻、

玉米等均可，如前茬是玉米更好；忌连作。

&’ # 在立秋后 #( 天左右播种，播种过早苔葱

多，过晚洋葱产量偏低。

&’ $ 施肥：在洋葱定植时，对中等肥力田地在整地

碎土前，每公顷一次性施入洋葱专用肥 #)(( 千克左右。

&’ & 黑膜覆盖，葱苗 $ 叶 ! 心左右移栽，合理密

植，每公顷栽 $)’ " * &" 万株。

&’ " 灌水和蹲苗：灌水时采用速灌速排；在鳞茎

膨大前进行 !(+ 左右的蹲苗。

&’ , 病虫害的防治：病害主要有霜霉病、灰霉

病 。 霜 霉 病 可 用 "-. 甲 霜 灵 锰 锌 、)(. 代 森 锰

锌、,&. 杀毒矾对水 "(( 倍液或 !：!：#&( 波尔多

液，每 !(/0 药剂加中性洗衣粉 " * !(0 作为沾着

剂，隔 " * )+ 喷 ! 次，连续防治 # * $ 次，在发病

初期防治效果较好；灰霉病发病初期可用 "(. 甲

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多菌灵 "(( 倍液，)".
百 菌 清 可 湿 性 粉 剂 ,(( 倍 液 ， 或 "(. 速 克 灵 、

"(. 扑海因、"(. 农利灵可湿性粉剂 !((( * !"((
倍液，连治 # * & 次。

虫害主要有葱蓟马、葱潜叶蝇，可以用 !(. 的

吡虫 #"(( 倍液或 "(. 辛硫磷乳油、#". 增效喹硫

磷乳油 !((( 倍液进行除治。收获前 !"+ 不用药，保

证无公害优质洋葱品种的生产。

" 讨论

"’ ! 采用 “一道清”的高产长效施肥技术，在激光诱

变选育出的红皮洋葱新品种 “西葱 # 号”上施用，与

常规施肥试验的对比，得出使用这种施肥技术可显

著提高肥料利用率 #". 左右；应用它还能降低洋葱

早期抽苔率 $(. 左右，改善洋葱品质，产量提高 $.
以上，施肥上用工减少 $ % & 以上。在生产应用上有

极好的前景。

"’ # 对不同的洋葱品种采用 “一道清”洋葱专用复合

肥高效栽培技术，在洋葱的品质、肥料利用率、用工

省时方面是否也会取得同样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

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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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甘蔗产量稳定的因素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

害外，甘蔗品种自身的性状表现和栽培技术水平是

其重要因素。凉蔗 #$ % &!&’ 具有优良的高产、高糖、

抗病、耐旱的特征性状，为其高产稳定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在攀西蔗区进行的多年多点试验中，不论新植

蔗还是宿根蔗，没有出现因品种自身原因而造成产

量受到影响的情况，试验结果十分稳定，尤其是宿根

蔗，比其它品种更具有较高的稳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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