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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裂区设计对青稞新品系0217用4种不同肥料作为主处理，各设4个密度作为副处理，在甘南藏族
自治州高寒阴湿区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施入尿素150 kg/hm2、磷酸二铵225耀300 kg/hm2；氮磷比1 颐 0.9耀1.1；
密度450万耀525万粒/hm2时，产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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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平均

海拔 3 000 m，大部分耕地分布在海拔 2 400～

3 200 m 的高寒阴湿区，气候寒冷湿润，无霜期

短，自然条件差［ 1 - 4］。青稞是甘南州的优势作物，

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 1.53万 hm2

左右，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甘南州各类农作物

之首［ 5 - 7］。青稞新品系 0217为甘南州农业科学研

究所杂交选育而成，2011—2013年在甘南州青稞

品种区域试验中，平均折合产量 4 191.1 kg/hm2，

比对照品种康青 3号增产 12.7％。在 2014年生产

试验中，折合产量 4 543.5 kg/hm2，比对照品种康

青 3号增产 20%，比对照品种肚里黄增产 20.4%。

为使新品系尽快应用于大田生产，发挥其增产效

益，在进行多点试验、示范的基础上，2014年甘

南州农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青稞新品系 0217肥料

与密度栽培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肥料为尿素（含N 46.4%），由甘肃刘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磷酸二铵（含P2O5 42%），由

北京中化化肥有限公司生产。指示青稞新品系

0217由甘南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甘南州合作市卡加曼乡新集村的甘

南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综合试验站试验地，海拔

2 721 m，年平均气温 3.0℃，年降水量 639.8 mm

左右，无霜期 93 d左右，耕种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旱川地，地力中等，前茬为油菜。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以肥料作为主处理，设 4

个处理，分别为 A1（尿素 150 kg/hm2 ，磷酸二铵

150 kg/hm2，N、P 比为 1∶0.7）；A2（尿素 150

kg/hm2，磷酸二铵 225 kg/hm2，N、P比为 1∶0.9）；

A3（尿素 150 kg/hm2，磷酸二铵 300 kg/hm2，N、P

比为 1∶1.1）。以密度作为副处理，设 4个水平，

分别为B1（375万粒 /hm2）；B2（450万粒/hm2）；B3

（525万粒/hm2）；B4（600万粒/hm2）。随机排列，3

次重复，小区面积 10.0 m2（2.5 m×4.0 m），10 行

区，行距 25 cm。采用人工犁开沟溜籽条播， 4月

7日播种，播种量 450万粒 /hm2。4月 24日出苗，

6月 27—28日抽穗，苗期进行人工除草 1次。8月

23— 26 日成熟，8月 27日收获。其它管理同大

田。生育期记载主要性状，收获时每小区随机抽

取 10株进行室内考种，按小区单收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与生育期

从表 1可以看出，肥料和密度对青稞新品系

0217 物候期影响不大，各处理适合的生育期在

甘南州高寒阴湿区青稞新品系0217适宜肥料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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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5 d。在密度 375万粒 /hm2（B1）水平下，生

育期略早于其余处理。

2.2 主要性状

从表 2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肥料和密度水平

下，随着密度的增大，基本苗与有效穗数有增多

趋势，其中以处理 A3B4 最高，分别为411.0万

株 /hm2、 436.5 万穗 /hm2； A2B4 次之，分别为

3 945.0万株 /hm2、424.5万穗 /hm2；其余处理基本

苗为 271.5万～367.5万株 /hm2，有效穗数为 288.0

万～415.5万穗 /hm2。在不同密度水平下，450万

粒/hm2（B2）、525万粒/hm2（B3）处理的穗粒重、单

株粒重高于其余密度水平，600万粒/hm2（B4）处理

的单株粒重低于其余 3 个水平。穗粒数以处理

A2B2、A1B2最高，分别为 41.6粒、41.0粒；A1B1、

A3B1 次之，分别为 35.9、35.3 粒；其余处理为

24.0～34.2粒。即不同肥料水平对株高、穗长和千

粒重的影响不大。

2.3 产量

从表 3可以看出，各处理折合产量为 5 370.0～

6 630.0 kg/hm2，其中以 A3B3 处理折合产量最高，

为 6 630.0 kg/hm2；A3B2 处理居第 2，为 6 330.0

kg/hm2；A3B4处理居第 3，为 6 170.0 kg/hm2；A2B2

处理居第 4，为 6 000.0 kg/hm2；A2B4处理居第 5，

为 5 980.0 kg/hm2；A1B1折合产量最低，为 5 370.0

kg/hm2。进一步分析，在肥料 A1 水平下，密度 B4

产量较高；在肥料 A2水平下，密度 B4产量较高；

在肥料 A3水平下，密度 B3产量较高。肥料处理以

A2产量最高，A1次之，A3居第 3；密度水平以 B4

产量最高，B2、B3 次之，B1 最低。经方差分析，

区组间、肥料间、密度间、肥料×密度间产量差

异均不显著。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青稞新品系 0217在施入尿素

150 kg/hm2、磷酸二铵 300 kg/hm2、N、P比为 1∶

1.1、密度 525 万粒 /hm2 处理；施入尿素 150

处理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A1B1 7/4 24/4 7/5 10/6 28/6 23/8 123

A1B2 7/4 24/4 7/5 10/6 28/6 24/8 124

A1B3 7/4 24/4 7/5 10/6 28/6 25/8 125

A1B4 7/4 24/4 7/5 10/6 27/6 25/8 125

A2B1 7/4 24/4 7/5 10/6 28/6 23/8 122

A2B2 7/4 24/4 7/5 10/6 28/6 24/8 123

A2B3 7/4 24/4 7/5 10/6 28/6 25/8 124

A2B4 7/4 24/4 7/5 10/6 27/6 25/8 125

A3B1 7/4 24/4 7/5 10/6 27/6 23/8 122

A3B2 7/4 24/4 7/5 10/6 27/6 25/8 124

A3B3 7/4 24/4 7/5 10/6 27/6 23/8 122

A3B4 7/4 24/4 7/5 10/6 28/6 25/8 125

处理 株高
（cm）

穗长
（cm）

基本苗
（万株/hm2）

有效穗
（万穗/hm2）

穗粒重
（g）

穗粒数
（粒）

单株粒重
（g）

千粒重
（g）

A1B1 63.9 5.3 271.5 288.0 2.2 35.9 1.4 48.8
A1B2 62.3 5.1 358.5 366.0 2.7 41.0 2.0 49.1
A1B3 65.3 5.0 367.5 364.5 2.3 29.5 1.8 49.6
A1B4 60.1 4.5 358.5 415.5 1.6 30.0 1.5 49.4
A2B1 62.3 5.3 294.0 313.5 1.6 29.3 1.4 48.9
A2B2 63.4 5.2 288.3 379.5 2.3 41.6 2.3 48.5
A2B3 61.9 5.2 357.0 361.5 2.7 32.8 1.7 49.1
A2B4 60.8 4.6 394.5 424.5 1.8 30.7 1.6 48.1
A3B1 69.0 5.5 295.5 328.5 1.9 35.3 1.7 48.0
A3B2 67.1 5.3 307.5 364.5 2.4 34.2 1.6 47.9
A3B3 65.7 5.1 349.5 393.0 2.2 33.2 1.7 47.2
A3B4 64.1 4.8 411.0 436.5 1.3 24.0 1.2 46.7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10 m2）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A1B1 5.37 5 370.0 12

A1B2 5.42 5 420.0 11

A1B3 5.48 5 480.0 9

A1B4 5.78 5 780.0 7

A2B1 5.47 5 470.0 10

A2B2 6.17 6 170.0 3

A2B3 5.57 5 570.0 8

A2B4 5.98 5 980.0 5

A3B1 5.90 5 900.0 6

A3B2 6.33 6 330.0 2

A3B3 6.63 6 630.0 1

A3B4 6.00 6 000.0 4

表 1 不同处理对青稞新品系 0217物候期及生育期的影响

表 3 不同处理对青稞新品系 0217产量的影响

表 2 不同处理对青稞新品系 0217主要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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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全国茶园面积为

111.5万 hm2，居世界第 1位；茶叶总产量 70万 t

以上，居世界第 2位。尽管我国茶园面积和茶叶

总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茶叶生产总值并不

高［ 1］，主要是因为我国出口的多是散装茶，未经

过深加工，因此附加值较低，大量的下脚料是粗

老茶，得不到利用，浪费严重。

近年来，在茶叶中发现了多种保健功能因子，

清水岑夫的研究表明，茶叶中降血糖的有效成分

是水溶性组分中的茶多糖［ 2 - 3］。茶多糖具有降血

压和减慢心率的作用，能起到抗血凝、抗血栓、

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改善造血功能、帮助

肝脏功能再生、短期内增强机体内非特异性免疫

功能等功效，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天然药

物。茶多糖由糖类、蛋白质、果胶和灰分组成，

是一种类似灵芝多糖和人参多糖的高分子化合物，

其相对分子量为 107 000 ［ 4］，其中，总糖量约占

1/3，蛋白质和果胶约占 1/3，灰分、水分以及其他

成分约占 1/3，易溶于热水。

目前，市场上中低档茶叶严重滞销，在茶叶

加工过程还有大量的枝叶和灰沫等副产品未被利

用。若从其中提取茶多糖作为保健食品的功能因

子，则可变废为宝，而且能为中低档茶叶的综合

利用开辟一条新途径。因此，从茶叶中提取茶多

摘要：以红茶、绿茶、铁观音为实验材料，采用单因素和正交实验设计，研究水浸提法和乙醇回流法不同
料液比、浸提温度和浸提时间对茶多糖提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水提法和乙醇回流法均以铁观音中的多糖得率
最高，绿茶次之，红茶最少。其中水提法以1颐20的料液比在50 益下浸提1.5 h后得茶多糖的最佳提取率；乙醇回流
以1颐15的料液比在60 益下回流提取1.5 h后得茶多糖的最佳提取率。经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对比，得出乙醇回流
法提取茶多糖要优于水提取法提取茶多糖。

关键词：茶叶；茶多糖；单因素实验；正交实验；水浸提；乙醇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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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2、磷酸二铵 300 kg/hm2、N、P比为 1∶1.1、

密度 450 万粒 /hm2 处理；施入尿素 150 kg/hm2 、

磷酸二铵 225 kg/hm2、N、P 比为 1∶0.9、密度

450万粒/hm2下 3个处理的产量结果及综合农艺性

状优于其余处理，即施入尿素 150 kg/hm2、磷酸二

铵 225～300 kg/hm2，N、P 比为 1∶0.9～1.1，密

度 450万～525万粒 /hm2时产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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