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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油用亚麻在安宁河流域的栽培面积不断扩大( 当地农民主要用收获的亚麻籽和菜籽混

合榨油( 以改善菜籽油的风味。但耕作栽培措施粗放落后，尚未有人进行系统研究。为促进该流域亚麻的生

产发展，我们设计通过不同的播期、肥料和密度试验( 初步探索研究了本地区油用亚麻的高产栽培配套技术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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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 !23456 5738983773656 ’ 属亚麻科亚麻属一

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中亚细亚，现生长在温带、热

带的一些国家( 主要有美国、阿根廷、印度及俄罗斯

等。根据其用途和形态特征可分为纤维用型、油用

型和油纤兼用型。整粒亚麻籽含油量在 0+: ; 11:
之间，含壳率为 0%: ; 1$: ，壳中也含有约 #-: ;
0%: 的油脂。新鲜的亚麻油可以食用。亚麻籽油是

<6=>9 ? & 脂肪酸的最佳来源之一，以亚麻饼为原料

可提取亚麻木酚素 （简称 )@A）。因此，亚麻种籽在

食用油市场和保健品市场具有很大发展空间。近年

来我国的四川省凉山地区、阿坝地区等地亚麻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凉山州安宁河流域油料作物以油菜

栽培为主( 同时栽培少量的油用亚麻( 主要用收获的

亚麻籽和菜籽混合榨油，以改善菜籽油的风味。根

据对该地区的油用亚麻生产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该

地区的气候温差大、温度高，阳光充足，荒山坡地多，

很适合油用亚麻的种植（油用亚麻是旱季作物）。我

们可以充分发挥利用该地区的资源优势进行亚麻的

种植生产( 逐渐把该地区建设成优质亚麻种子的北

种南繁基地。为此( 我们试验设计通过不同的播期(
肥料和密度的试验( 初步探索研究出了本地区油用

亚麻的高产栽培配套技术方案。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材料

供试亚麻品种为西昌学院科研所所收集整理西

昌农家品种。

#* 0 试验方法

试验在西昌学院校内农场进行，为新开垦土地(
质地为沙壤土，BC 值 -* $，有机质 -* $1> D E>、全氮

%* &&> D E>、全磷 %* %+> D E>、全钾 #%* $> D E>、碱解氮

1%* $5> D >、速效磷 $* 05> D >、有效钾 -%* $5> D >。播期

试验采用对比设计( 分为 $ 次播种( 每次播种 & 个小

区，小区面积 #%60。肥料试验采用三元二次正交旋

转组合设计，研究不同氮 （F#）、磷 （F0）、钾（F&）施用

量对油用亚麻籽粒产量的效应。共设 0& 个处理（表

0 和表 &），按正交分成三个区组，区组内各零水平中

心点按等距排列，其余小区随机排列。小区面积

#%60。密度试验采用随机区组，三次重复，设 - 个处

理G , 为等行距 ! H6’，为 ,#（#% I #%）( ,0 ! 0% I 0% ’ (
,& !0$ I 0$ ’ ( ,1 !&% I &% ’；J 为宽窄行 （宽行 &%H6(
窄行 #$H6）( J# 株距 #%H6( J0 株距 #$H6( J& 株距

0%H6* 各个试验田间栽培管理按当地常规管理进

行。对试验结果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0 结果与分析

0* # 播期试验结果分析

从表 # 中可看出( 不同的播期条件下亚麻产量

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月 $ 日播种的产量最高，为

0#11* 0$E> D K60( 其 次 为 ## 月 #0 日 的 产 量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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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播期试验亚麻种子的产量 2单位 ./ % ’’,1# 3

表 # 试验因素（自变量）水平及编码

水平编码（4 5 !）

6 ! & !
试验因素

变化间距

（./ % 01#）

-! 纯氮施用量

-# 纯氮施用量

-* 纯氮施用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7 !! 月 #’ 日播种的产量最低，为

!*)"( *"./ % 01#。!& 月 *& 号到 !! 月 " 号之间亚麻

产量呈直线上升8 !! 月 " 日后播种的亚麻产量开始

小幅度下降7 !! 月 !# 日后播种的亚麻，产量就大幅

度的下滑。

#( # 肥料试验结果分析

#( #( ! 预测模型

根据表 * 资料建立三元二次回归方程：

9 5 !#*( "#&) 6 "( ’#$)-! 6 +( &,+$-# :
,( ##+’-* : #( +&")-!

# 6 "( "$)-#
# 6 ’( #&$"-*

# 6
’( !!#"-!-# : &( !!-!-* 6 !!( #&"-#-*

经 检 验 ， 方 程 达 到 &( &! 显 著 水 平 ， ; 5
&( +))*。对方程的偏回归系数进行方差分析，除 -!、

-!-#、-!-*、-!
#、-#

# 五项未达到 &( &" 显著水平以外，

其余均达到 &( &" 以上显著水平。

#( #( # 因素效应分析

#( #( #( ! 主 次 措 施 的 决 定 用 ;-<
# 5 ;#= -<

# %#=
-<

#9，求出各因素的决定系数（表 )），结果表明，三项

措施对产量的影响程度是磷> 钾> 氮。

#( #( #( # 单因素效应 对预测模型确定一因素后，将

其余两个因素固定在零水平上，得出某一因素与产

值的回归关系，在各因素编码水平范围内，均有一个

使油用亚麻产值达最高的施肥量极值。在施 ? 量为

$&./ % 01#，施 @ 量为 !*"./ % 01#，施 A 量 $&./ % 01#

时，产量达到最高。

#( #( * 因素互作效应 以产量为目标，对交互作用最

显著的 -#-* 互作项采用“降维法”，把其他因素固定

在零水平上，则得到子模型

9 5 !#*( "#&) 6 +( &,+$-# : ,( ##+’-* 6
’( #&$"-*

# 6 !!( #&"&( $’*,-#-*

经因子水平选优，确定了每 01# 产量 *&&&./ 的

最佳施肥量为施 ?$& B !)*( ""./ % 01#，施 @（@#C"）

!+& B !#"( #"./ % 01#，施 A（A#C）$& B !)*./ % 01#。安

宁河流域目前的一般水平，氮肥用量要适当，钾肥用

量要增加，在新开垦土地中磷肥用量也可适当增

加。通常每公顷施纯氮 !!#( " B !)*( ""./，氮：磷：钾

5 !：!( " B #：# B * 时为最佳。

#( * 密度试验结果分析

从表 "、表 ’ 中可以看出，相同的品种在不同的

密度条件下处理的亚麻种子产量差异较大，达到了

极显著水平。D) 的公顷产量最高为 !+,#( $&./7 极显

著 地 优 于 其 它 处 理 ； 其 次 是 D!， 公 顷 产 量 为

!’,,( *&A/7 极显著地优于处理 D#、D*、=#、=!、=*；D#、

D*、=# 的产量明显优于 =* 、=!，且之间的差异达到了

极显著水平；=* 的产量最低为 &./，=! 的产量为

*")( &&./7 两者之间比较达到极显著水平，而处理

D#、D*、=# 之间无显著差异。

*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油用亚麻在安宁河流域获得高

产的最佳播种时间是 !& 月底到 !! 月上旬。在肥力

不高的情况下，油用亚麻栽培最合理的施肥数量7 ?
为 #*!( !"./ % 01#、@ 为 *)’( #./ % 01#、A 为 #*!./ %
01# 左右 （!+ 号处理），最适宜密度为 ,)!!( !! 株 %
’’,1#7 株距为 *& E *&F1 左右（D) 处理）。因此7 在该

地区栽培油用亚麻时7 必须将这三种条件有利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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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试验结构距阵与收获产量（单位：./ 0 12*）

生产措施

决定系数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各因素的决定系数（3 ）

变异来源

区组间

处理间

试验误差

总变异

44
()#+($ %%
’**"#$ ’(
#"’!"$ ")
!)’’"+$ &#

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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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处理亚麻种子产量比较试验方差分析

表 " 各处理亚麻种子产量新复极差试验比较（447 法）

差异显著性

)3 !3
平均公顷产量

8 ./ 0 12* 9
处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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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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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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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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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D 差异显著性用 5EF><FGH 检验法I ! J )3 ，!3

合起来才能达到亚麻的高产。

在耕作管理上，早期应注意除草保苗壮苗，后期

应该提高抗倒伏能力，确保高产丰收，提高经济效

益。

对于中量、微量元素的施用种类、数量及在亚麻

栽培中其比例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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