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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温室中采用不同育苗基质、苗龄、覆膜方式研究对当归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配方为
60%田园土、20%腐熟厩肥、20%炉渣混合基质中，育出的当归苗株高、叶面积、根长、根粗优于其他基质；温
室苗大田移栽后，田间早期抽薹率为0。以温室育苗苗龄100 d时移栽最好，干当归产量达到1 387.88 kg/hm2。覆
膜栽培比露地栽培具有明显的高产优势，当归在覆膜栽培方式下比露地栽培生长势好、产量高，干当归产量达
1 973.20 kg/hm2。
关键词：当归；温室育苗；移栽；抽薹率，干归产量
中图分类号：S56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5）11-0033-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11.012

当归温室育苗及大田移栽技术研究
温宏昌 1，2 ，蔡立群 1，赵春燕 2，王 娟 2

（1. 甘肃农业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2. 甘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肃 天水 741001）

收稿日期：2015- 04- 21
作者简介：温宏昌（1980—），男，甘肃天水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科研管理及作物栽培工作。联系电话：

（0）13893835573。
通讯作者：蔡立群（1976—），男，甘肃永昌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恢复土壤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E-mail：

cailq@gsau.edu.cn

当归［A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为伞形科

（Umbelliferae）多年生药用草本植物，因产地不同

有岷归、秦归、云归等别名。全株有特异香气。

主根粗短，肥大肉质，下部分为多数粗长支根。

茎直立，带紫色，夏季开花，花白色，复伞形花

序，双悬果［ 1］。其干燥的贮藏根为常用中药材，

药用历史悠久，药效奇特，历来是医家珍品。当

归性辛、温，味甘，归肝、心、脾经，是补血活

血，去淤生新，润肠通便，调经止痛的良药［ 2 - 5］。

甘肃省是全国当归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主要分

好；当用量达到 6 750 g/hm2，芒果树底部叶片灼烧
斑点比较明显且不易恢复，影响芒果苗的正常生长。
3） 30%草甘膦水剂与 20%百草枯水剂都是灭生性
广谱除草剂，2种药剂在一定剂量下对芒果园杂草
都有较好的防效，但是两者对杂草的作用方式不
同。草甘膦为内吸性除草剂，有内吸传导作用，
对杂草作用较慢，但草甘膦可以斩草除根，持效
期较长。20%百草枯水剂为触杀型除草剂，对杂草
反应较快，一般 3 d杂草就可以死亡，但是百草枯
不能杀死杂草根部，持效期短，杂草返青快。目
前芒果园除草中选用草甘膦的较多。芒果园用百
草枯除草时，一定要行间定向喷雾并将喷头压低，
不能将药液喷洒到芒果树叶片或是茎干上，以免
对芒果树产生药害。当芒果树根部较浅时，不宜
用草甘膦除草，以免对芒果树产生药害。
4）化学除草最大优点是减轻劳动强度，除草效果
好。草甘膦持效期长，可以减少用药次数，从而可
以降低芒果园除草的成本。不足之处是长期使用化
学除草剂，会使土壤板结，不利于芒果树根系的生
长。中耕除草不仅在于除草，还有松土、保水、改
良土壤肥料状况的作用。所以，芒果园除草要将中
耕除草与化学除草相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减

轻劳动强度，又可以保证土壤结构不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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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岷县、漳县、宕昌县、渭源县等地，其中岷

县为当归传统道地产区［ 6］。针对当归传统栽培中

存在的产量低而不稳、提前抽薹率高的问题，我

们在前人对当归生长发育过程中部分环境因子大

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当归温室育苗及移栽为

切入点，对温室苗及移栽苗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

研究，以期为提高当归栽培水平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当归种子产于岷县茶埠乡太和村，净度

95%左右，含水量为 12%左右，饱满无霉变。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4年在天水市科技园区进行，地处

东经 104毅 00忆 40.0义，北纬 34毅 26忆 04.1义。海拔
2 310 mm，年降水量 535.7 mm，无霜期 132 d，≥

0℃的积温 2 407℃，≥10℃的积温 1 632℃。热

量较差，春季回暖迟，秋季降温快。大田试验土

壤为耕种黑垆土，肥力均匀。

1.3 试验方法

1.3.1 育苗基质试验 在日光温室中采用营养钵

育苗。按不同育苗基质分别设 3个处理，处理 A，

40%蛭石、38%草甸土、20%田园土、2%腐殖酸

肥料；处理 B，60%田园土、20%腐熟厩肥、20%

炉渣；处理 C，98%田园土、2%腐殖酸肥料。3

次重复，每个处理 20 个培养钵。营养钵高 12

cm，口径 8 cm。每穴播种两粒，播种深度 1 cm，

播后保持湿润，出苗后留生长状况好的苗 1 株。

自出苗之日起观察出苗及生长情况，统计出苗

率。分别于 3 月 1 日、3 月 15日、4 月 1 日、4

月 15日、5月 1日测定株高。移栽成活后，分别

于 6月 11日、6月 26日、7月 16日、8月 6日、

8月 26日用直尺测量株高。测量时直尺应与地面

垂直，地面到当归生长点的高度即为株高，求平

均值。

1.3.2 移栽苗龄和覆膜方式试验 设计 2个单因

素试验，①移栽不同苗龄对当归生长状况及产量

的影响。设两个处理分别为苗龄 100 d、120 d，3

次重复，株距 25 cm，行距 33 cm，小区面积13.0

m2（6.5 m×2.0 m）。②移栽覆膜方式对当归生长状

况及产量的影响。设覆膜栽培和不覆膜栽培 2个

处理，3次重复，株距 25 cm，行距 40 cm，小区

面积 20 m2（8.0 m×2.5m）。

移栽成活（移栽成活后出现的新叶均为典型的

2～3回奇数羽状复叶）后，分别于 6月 11日、6月

26日、7 月 16 日、8 月 6 日、8 月 26 日测定株

高、叶片数、芦头径等。在每个小区内选取 5株，

做标记，对株高进行跟踪测量。芦头径用游标卡

尺进行测量，测量时在每个小区取 1个固定的样

方，样方面积1 m2（1 m×1 m）。观察统计当归田间

早期抽薹情况。11月份当归收获后测定根直径、

侧根数、单根鲜质量及干质量，最后按小区计算

产量。其中干样由鲜样在 105℃下杀青 10 min后，

80℃烘干至恒重得到。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质对当归幼苗株高的影响

由图 1 A可以看出，B 处理最有利于当归生

长，幼苗生长中后期处理 B与处理 A、处理 C的

株高差异显著，处理 A 和处理 C 之间差异不显

著。处理 C 次之，处理 A 相比之下生长最慢。

图 1B 反映了不同基质苗大田移栽后各时期的株

高变化情况，大田移栽后处理 B 仍然生长最快，

处理 C次之，处理 A生长最慢。移栽后生长中后

期，处理 B 与各处理在株高上达到显著差异水

平，处理 A和处理 C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苗

图 1 育苗基质与生长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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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生长情况对当归移栽后的生长有明显的影响。

60%田园土、20%腐熟厩肥、20%炉渣的基质配

方最有利于当归苗的生长，是当归营养钵育苗的

良好基质。

2.2 苗龄对当归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苗龄 100 d的苗子移栽成活

率为 82%，比苗龄 120 d的低 3百分点，且温室苗

大田移栽后均未出现早期抽薹的情况，因此，采

用日光温室反季节育苗可以有效的解决当归早期

抽薹问题［ 7］。苗龄 100 d的苗子在后期生长中不

论是商品品质还是产量都优于苗龄 120 d苗子移栽

后的表现（表2），其主根长度、侧根条数、芦头径

比后者分别高出 11.4%、81.1%、8.5%，侧根数达

显著差异水平。干归产量、鲜归产量，苗龄 100 d

处理比 120 d处理分别高出 8.3%和 41.99%，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

2.3 覆膜方式对当归根部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温室苗移栽后在不同的覆膜方式下根部性状

及产量表现不同（表3）。主根长度、侧根条数、芦

头径，覆膜栽培比不覆膜分别高出 13.7%、

12.7%、11.9%，主根长和芦头径差异达到显著水

平，说明覆膜栽培对促进当归根部生长具有显著

作用。干归产量、鲜归产量覆膜栽培较不覆膜栽

培分别高出 28.8%和 55.9%，差异均达到显著水

平，增产效果明显。

3 小结与讨论

1）试验表明，将田园土、腐熟的厩肥、矿物质按

照 3∶1∶1的比例混合均匀作为育苗基质，比传

统法育苗所育的苗在生长特性和产量等方面都有

显著优势。

2） 苗龄 100 d左右时移栽最好，在相同栽培条件

下最易形成高产，干归产量达到 1 387.88 kg/hm2。

苗龄太小移栽后成活率较低，苗子弱、产量低；

苗龄太大则苗床生长后期种间竞争激烈，不利于

形成壮苗。当归在覆膜栽培的方式下比露地栽培

生长势好、产量高，覆膜栽培干归产量 1 973.20

kg/hm2，不覆膜干归产量 1 532.16 kg/hm2。

3） 日光温室育苗移栽后当归田间早期抽薹率为

零，可有效的解决当归早期抽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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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龄
（d）

种苗粗
（cm）

百苗重
（g）

移栽成活率
（%）

提前抽薹率
（%）

100 0.35 30.50 82 0

120 0.37 38.50 85 0

表 1 不同苗龄当归苗移栽成活率及抽薹率

苗龄
（d）

主根长
（cm）

侧根数
（条）

芦头径
（cm）

单根鲜归质量
（g)

单根干归质量
（g)

鲜归产量
（kg/hm2）

干归产量
（kg/hm2）

100 18.60 a 9.60 a 1.41 a 51.61 a 11.45 a 6 255.76 a 1 387.88 a

120 16.70 a 5.30 b 1.29 a 36.35 b 10.57 a 4 406.06 b 1 281.21 b

覆膜方式 主根长
（cm）

侧根数
（条）

芦头径
（cm）

单根鲜归质量
（g）

单根干归质量
（g）

鲜归产量
（kg/hm2）

干归产量
（kg/hm2）

覆膜 25.25 a 11.50 a 2.35 a 79.90 a 19.73 a 7 990.23 a 1 973.20 a

不覆膜 22.20 b 10.20 a 2.10 b 51.25 b 15.32 a 5 125.10 b 1 532.16 b

表 2 不同苗龄移栽处理的当归根部性状及产量

表 3 不同覆膜方式处理的当归根部性状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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