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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半无叶豌豆新品种武豌 1号的特征特性、产量表现、抗性表现、适种区域，并从施肥、播
种、水肥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适时采收等方面介绍了该品种的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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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腾格里沙漠南缘，

海拔 1 640～2 600 m，年平均气温 6.6℃，年降水

量 300 mm，年日照时数 2 852 h，无霜期 150 d左

右。全县有耕地 7.33万 hm2，正常年景农作物播

种面积 5.67万 hm2左右。豌豆是四大粮食作物之

一，在山川不同类型区域均有种植。年播种面积

达 8 200 hm2，产量 1.6 万 kg，占粮食总产量的

10%。目前全县种植的豌豆品种退化、混杂严重，

产量越来越低，更为重要的是种植品种的一些农

艺性状不能满足新型种植模式的要求。为了使豌

豆品种不断更新换代，丰富栽培品种类型，满足

市场、生产的需求，增加农民收入，培育适应水

地种植，抗病、高产、早熟等多种类型的豌豆品

种势在必行［ 1 - 5］。武豌 1号 2010年 4月通过甘肃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现将其特性及栽

培技术总结如下。

1 品种来源

武豌 1号是古浪县良种场于 1989—2005年采

用 6亲本复合杂交、系统选育而成的半无叶豌豆

新品种。

2 特征特性

武豌 1号叶色深绿，根系发达，须根多，植

株矮，节间短，生长健壮，株高 75 cm左右。节

间短而粗，茎壁厚，每节只着生一片羽状托叶；

小叶突变成一根卷须，卷须顶端分生 5 根侧须，

每根侧须上生有 5根毛须，属半无叶型。卷须相

互缠绕形成一个整体，使植株呈直立生长，抗倒

能力强。第 10～11 节着生花序，以后每节均有

花。花白色，荚稍扁而长形，长 5～8 cm，宽 1.1

cm，双荚率高，豆荚比麻豌豆长 1～3 cm、宽 0.43

cm。单荚种子 5～8粒，比麻豌豆多 1～3粒，圆

球形，嫩籽粒淡绿色，成熟籽粒呈白色，千粒重

220 g，高于麻豌豆 60 g。表面光滑，属嫩粒和干

粒兼用型豌豆。生育期 90～95 d。

2008年 10月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测试中心检

测，武豌 1号籽粒含粗蛋白质 253.9 g/kg（干基）、

粗淀粉 545.4 g/kg、赖氨酸 19.8 g/kg、粗脂肪 14.2

g/kg、水分 106 g/kg。

3 产量表现

1999—2005年在武威市参加品比试验，武豌

1号平均产量 7 627.5 kg/hm2，比对照当地主栽品

种麻豌豆增产 21.7%；2006— 2007年参加武威市

多点试验，武豌 1号在 10点（次）均增产，平均产

量 6 411.0 kg/hm2，较对照品种麻豌豆增产 36.5%；

2005— 2007 年参加武威市生产试验，3 a 15点

（次）种植面积 0.63 hm2，武豌 1 号平均产量

5 102.4 kg/hm2，比对照品种麻豌豆增产 15.8%。

2007—2009年进行示范种植。2007年在古浪县新

49.
［5］ 张玉鑫，王晓巍，王志伟，等. 化肥减量配施生物菌

肥对 4 种高原夏菜的影响［J］. 甘肃农业科技，2014

（2）：26-29.
（本文责编：陈 珩）

8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 20162016 年 第 1 期甘肃农业科技

井乡、凉州区吴家井乡、天祝县打柴沟镇示范种

植 4.4 hm2，平均产量分别为 6 082.5、6 000.0、

5 250.0 kg/hm2，较对照品种麻豌豆分别增产

32.7%、25.0%、14.8%；2008 年在武威市古浪县

良种场、凉州区吴家井乡、天祝县打柴沟镇示范

种植 8.20 hm2，平均产量分别是 6 322.5、6 352.5、

6 232.5 kg/hm2，较对照品种麻豌豆分别增产 31.1%、

31.2%、27.7%；2009年在武威市古浪县新井乡、

凉州区吴家井乡、天祝县打柴沟镇示范种植 10.7

hm2，平均产量分别是 6 652.5、6 000.0、5 250.0

kg/hm2，较对照品种麻豌豆分别增产 29.6%、

25.0%、14.8%。连续 3 a在 3个县（区）不同生态区

域示范种植，各地均表现增产，示范效果明显，

2010— 2014年累计在古浪、凉州、天祝、永昌、

景泰、静宁、靖远、通渭、皋兰、榆中等 10个县

（区）示范、推广种植 8.39万/hm2。

4 抗性表现

2007—2008年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所在古浪县海子滩镇、直滩乡和古浪县良种繁殖

场等地自然感病条件下，对半无叶豌豆新品种武

豌 1 号进行了根腐病田间抗性鉴定，结果表明，

盛花期武豌 1号和耐病对照德引 2号发现个别枯

死株，抗病对照麻豌豆未发现枯死株，高感对照

绿豌豆枯死株率为 0.8%；盛荚期武豌 1号枯死株

率为 2.8%，耐病对照德引 2号枯死株率为 3.4%，

抗病对照麻豌豆枯死株率为 0.5%，高感对照绿豌

豆枯死株率为 15.5%。武豌 1号在田间表现较感病

对照绿豌豆相对抗病，和耐病对照德引 2号抗性

水平相当。

5 适种区域

该品种适宜在甘肃省武威市的凉州区、古浪

县、天祝县及同类地区的张掖、白银等市有灌溉

条件的地区种植，适宜单种或套种，同时注意结

合轮作倒茬等抗病栽培措施。

6 栽培技术

6.1 施肥

武豌 1号产量高、品质优良、抗倒伏能力强，

群体透光良好，适于密植，适宜单种或与甜菜、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等作物套种，对解决水地

豌豆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具有重要意义。当地

生产中以单种为主。中等以上肥力的地块，结合

整地一次性施入农家肥 45 000 kg/hm2、尿素 225

kg/hm2、磷酸二铵 150 kg/hm2作基肥；瘠薄地块基

肥施入后须增施适量氮磷钾复合肥。

6.2 适期播种

在精细整地、保证墒情的情况下，于 3月中

下旬播种，即当 15 cm 土壤稳定通过 0℃左右时

即可顶凌播种，以利花蕾的分化和孕育、多荚多

粒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在盛花期能尽可能地避开

当地最为敏感的高温胁迫时期。高水肥条件下，

保苗 135万株 /hm2 为宜；在低水肥条件下，保苗

120万株 /hm2为宜，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合理的

播量，指标为：高产田 375～450 kg/hm2，中低产

田 300～375 kg/hm2。一般墒情播深 3～7 cm，墒情

好时 4～5 cm为宜，墒情差时 6～7 cm为宜。播种

要均匀，覆土要严。

6.3 水肥管理

5月 10日左右，当株高 25 cm左右时浇头水，

不追肥。进入 6月份是豌豆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的关键期，对水肥需求达到高峰。因此，开花初

期应浇水 1次，结荚期再浇 1次，结合此次浇水

追肥 1次，追施磷酸二铵 75.0～112.5 kg/hm2 或尿

素 75.0 kg/hm2，具有较好的防早衰、促增产的效

果。

6.4 病虫草害防治

6.4.1 病虫害 豌豆潜叶蝇一般在 5月上中旬初

见叶片被害、少数叶片出现细小孔道时，及时用

40%绿菜宝乳油 1 000 倍液，或 48%乐思本乳油

1 000 倍液，或 1.8%集琦虫螨克乳油 3 000 倍液

喷雾，交替用药，每隔 7～10 d喷 1次，喷 2～3

次。豌豆蚜选用 2.5%天王星乳油 3 000 倍液、

2.5%溴氰菊酯乳油 2 000～3 000倍液在危害初期

交替喷雾防治 2～3次。豌豆象在豌豆初花期用

40%绿菜宝乳油 1 000 倍液，或 48%乐思本乳油

1 000 倍液，2.5%溴氰菊酯乳油 2 000～3 000 倍

液喷雾防治，间隔 7～10 d喷 1次，喷 2～3次为

宜。豌豆根腐病目前无有效的化学防治措施，只

有靠 3～5 a的轮作倒茬等综合农业栽培措施来解

决。

6.4.2 草害 4月 25日左右待苗高 5～7 mm时中

耕除草 1次。田间野燕麦可在播种前用 40%燕麦

畏乳油 2 250 g/hm2对水 300 kg结合耙地喷洒土壤

进行防治。田间的稗草、牛筋草、马唐、狗尾草

等一年生单子叶杂草及部分双子叶杂草，播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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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氟乐灵乳油 3 750 mL/hm2 对水 300 kg，结合

耙地进行土壤地表处理防除。

6.5 适时采收

鲜食用的嫩豆荚或豆粒一般在开花后 14～20

d开始采收，以豆荚深绿或开始变为浅绿色、豆粒

长到饱满时为采收适期；作粮食和饲料用的干豌

豆在 70%的豆荚变黄时即可收获。

参考文献：

［1］ 杨晓明，任瑞玉 . 国内外豌豆生产和育种研究进展
［J］援 甘肃农业科技，2005（8）：3-5.

［2］ 朱洪启，朱四洪援 豌豆病虫害防治技术［J］援 河南农
业，2009（7）：24.

［3］ 王小明，谢 瑾，尹彩云. 凉州区地膜玉米套种豌豆
栽培技术，2011（2）：61-62.

［4］ 王道霞. 冷凉灌区食荚豌豆全膜平作小畦速灌节水栽
培技术［J］援 甘肃农业科技，2014（11）：11-12.

［5］ 刘正芳，张幸福，陈 莺，等. 高产优质豌豆新品种
银豌 2号的选育报告［J］援 甘肃农业科技，2013（10）：
3-4.

（本文责编：杨 杰）

摘要：规范了武威市日光温室苦瓜无公害生产的产地环境、农药和肥料使用要求、生产技术、病虫害防
治、采收及后续管理、清洁田园等生产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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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属短日照植物，喜温、喜光、耐热、耐

湿，对土壤湿度和空气湿度要求较高，但不耐

阴、不耐涝。对光照长短的要求不严格，较长时

间的光照有利于其良好生长，适应性广，可在武

威市多种土壤的大棚或温室中栽培。为了进一步

挖掘苦瓜在设施栽培中的生产潜力，规范其种植

流程，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按照无公害蔬菜

的生产要求，经在凉州区羊下坝镇五沟村日光温

室标准化示范园区的多年试验，总结并制定了本

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凉州区无公害食品苦瓜生产的

气候、土壤、作物品种类型、质量标准及种子处

理、无公害栽培措施、病虫害防治、种植制度等

技术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武威市设施苦瓜的栽培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285-89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9321.9-2009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九）

GB 16715.1 瓜菜作物种子 瓜类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DB62/T 797-2002 无公害农产品质量

NY5010-2002 无公害农产品 蔬菜产地环境

条件

DB62/T 799-2002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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