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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期和栽植深度对款冬花的影响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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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2014—2015年进行了款冬花覆膜栽培不同栽植期和栽植深度试验， 结果表明， 早春栽植平均出苗
率为 95.98%， 较初冬栽植出苗率高出 2.05百分点； 平均折合产量为 3 659 kg/hm2， 较初冬栽植增产 1.64%。 栽植深
度为 5 cm时出苗率最高， 达 99.38%； 7 cm 时次之， 为 95.14%。 栽植深度为 5 cm 时折合产量最高， 为 4 020 kg/
hm2； 栽植深度为 7 cm 时次之， 折合产量为 3 605 kg/hm2。 早春栽植且深度为 5 cm 的款冬花折合产量最高， 为
4 025 kg/hm2。 初冬栽植且深度为 5 cm的款冬花折合产量次之， 为 4 015 kg/hm2。 综合考虑认为， 陇西款冬花覆膜
栽培的最佳栽植期应为早春土壤解冻后， 适宜栽植深度为 5～7 cm， 其最佳深度为 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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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冬花是菊科款冬属植物款冬（Tussilago far－
fara L.）的花蕾， 又称冬花、 艾冬花、 九九花、 虎
须等， 以干燥花蕾入药， 为我国常用大宗药材，
主要分布于河北、 河南、 湖北、 四川、 山西、 陕
西、 甘肃、 内蒙古、 新疆、 青海， 西藏等地， 其
中陕西、 山西、 甘肃、 青海、 四川、 内蒙古等地
种植较多［1�-�5�］。 款冬花的花含款冬二醇等甾醇类、
芸香甙、 金丝桃甙、 三萜皂甙、 鞣质、 蜡、 挥发
油和蒲公英黄质， 具有润肺下气、 止咳化痰之功

效， 主治肺痿， 因肺气虚弱、 气不化津、 津液为
涎， 症见咯吐涎沫， 清稀量多， 不渴， 气短， 神
疲乏力等症［6�］。 款冬花喜冷凉潮湿的气候， 忌高
温和干旱， 适宜生长温度为 15～25�℃， 宜选山区
或阴坡栽种。 陇西县款冬花野生资源主要分布于
半干旱至半湿润区的碧岩、 菜子、 文峰、 永吉等
东南后山区， 近年来由于人为挖掘破坏严重， 款
冬花野生资源急剧减少， 濒临灭绝。 进入 21 世
纪， 陇西县对款冬花进行了人工驯化栽植研究，

，，，，，，，，，，，，，，，，，，，，，，，，，，，，，，，，，，，，，，，，，，，，，，，，，，，，，
蔓时开始浇水、 追肥， 及时分期分批采收充分膨
大的豆荚， 以免采收不及时造成豆荚老化、 品质
降低， 影响后期豆荚膨大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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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种药材在陇西县栽植时间短， 栽培研究相
关资料又少， 目前对其地膜覆盖条件下的种植技
术缺乏系统研究。 为此， 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与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于 2014�—
2015 年结合甘肃省中药材产业科技攻关项目“甘肃
大宗中药材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与栽培模式创新”
的实施， 进行了覆膜栽培款冬花不同栽植期和栽
植深度试验， 旨在寻求优质、 高产的款冬花栽培
模式， 为款冬花标准化栽培提供依据。
1���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款冬花种茎为农户自留， 选用健壮无疤
斑的优质根茎， 将 5～15�cm 的根状茎用手折成
4～6�cm 的小段， 每段留 1 个芽眼， 保鲜存放。 供
试地膜为厚 0.01�mm、 宽 120�cm 普通白色地膜。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陇西县菜子区域站综合试验场， 当
地海拔 1�879�m， 年均降水量 480�mm， 年平均气
温 8.2�℃。 土壤为砂壤土， 肥力均匀， 中等， 前茬
为玉米。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5 月总降水量
346.6�mm， 其中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2 月降水
量仅为 2.8�mm， 3 月份降水量为 25.1�mm， 较历年
同期增加 7.2%。
1.3 试验方法

以不同栽植期为主处理， 即初冬（A1， 11 月
25 日）和早春（A2， 3 月 16 日）， 以不同栽植深度
为副处理， 分别为 3、 5、 7、 9�cm（代号分别为
B1、 B2、 B3、 B4）。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
复， 小区面积 20�m2（4�m×5�m）。 试验地四周设有
1�m 宽的同作物保护行。 栽植前结合整地基施腐熟
农家肥 37�50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600�kg/hm2，
深翻 30�cm 后耙平。 栽植前 1�d 以小垄宽 40�cm、
大垄宽 70�cm， 垄沟深 15�cm 的规格起垄开沟， 然
后覆膜， 覆膜时将膜与膜相交于大垄垄面上并覆

土压实， 同时每隔 2�m 打 10�cm 宽的土腰带， 以防
止大风揭膜。 覆膜后按株距 30�cm 用宽 6�cm 的小
铲在垄沟内破膜挖穴， 穴深依试验设计要求， 每
穴分开平放 2 根种茎， 然后填土封严穴口、 膜孔，
依次进行。 保苗 130�020�株/hm2。
1.4 调查与统计方法

款冬花出苗至栽种穴数 50%以上时进行出苗
率调查， 并田间观察记载生育期 （其中幼苗生长
期以三片叶期统计）。 收获时以小区实收鲜花蕾总
重量折算产量。
1.5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DPS�v7.05 统计软件进行 Decon
新复极差法（DMRT）差异显著性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通过田间观察可以看出， 初冬栽植处理的出
苗期在翌年 3 月 25�— 28 日， 幼苗露土呈 1 小叶
状； 而早春栽植处理的出苗期在 4 月 2�—3 日， 较
初冬栽植晚 6～8�d， 尤以早春 5�cm 栽植深度出苗
率最高且苗齐。 从表 1 可以看出， 出苗期以 A1B1
处理最早， 为 3 月 25 日； A1B2 处理次之， 为 3
月 26 日； A2B3、 A2B4 处理最晚， 为 4 月 3 日；
其余处理为 3 月 27 日至 4 月 2 日。 三叶期以
A1B2 处理最早， 为 4 月 19 日； A1B1、 A1B3、
A1B4 处理次之， 均为 4 月 20 日； A2B4 处理最
晚， 为 4 月 23 日； 其余处理为 4 月 21�— 22 日。
三叶期处理 A2 较处理 A1 推迟 1～4�d， 但处理 A2
三叶期时地上部分表现为叶柄粗壮， 叶片质厚，
色深有光泽。 各处理中后期叶片生长、 花芽分化
期、 花芽膨大期各处理均表现一致。 由此可见，
中后期间叶片数量、 花芽分化和花芽膨大时间与
土壤含水量、 温度关系密切， 与试验栽植时间和
栽植深度无明显相关。 全生育期表现为处理 A1 比
处理 A2 生育期延长 111�d（A1 含冬季土壤封冻

处理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三叶期
（日 /月）

花芽分化期
（日/月）

花芽膨大期
（日/月）

收获期
（日/月）

全生育期
（d）

A1B1 25/11 25/3 20/4 15/8 17/9 15/11 356
A1B2 25/11 26/3 19/4 15/8 17/9 15/11 356
A1B3 25/11 27/3 20/4 15/8 17/9 15/11 356
A1B4 25/11 28/3 20/4 15/8 17/9 15/11 356
A2B1 16/3 2/4 21/4 15/8 17/9 15/11 245
A2B2 16/3 2/4 21/4 15/8 17/9 15/11 245
A2B3 16/3 3/4 22/4 15/8 17/9 15/11 245
A2B4 16/3 3/4 23/4 15/8 17/9 15/11 245

表 1 不同处理对款冬花生育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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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2 出苗率

从表 2 可以看出， 早春栽植平均出苗率为
95.98%， 较初冬栽植出苗率高出 2.24 百分点， 即
款冬花在早春栽植更利于出苗。 初冬栽植以栽植
深度为 5�cm 时出苗率最高， 为 98.77%； 栽植深度
为 7�cm 时次之， 出苗率为 94.67%； 其余处理为
90.03%、 91.47%。 早春栽植也以栽植深度为 5�cm
时出苗率最高， 为 100%； 栽植深度为 7�cm 时次
之， 出苗率为 95.60% ； 其余处理为 94.33% 、
93.97%。 对出苗率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处
理 A1B2 和处理 A2B2 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处理差
异极显著； 处理 A1B3 和处理 A2B3 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处理差异极显著； 其余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由此可知， 款冬花人工覆膜栽植时， 无论初冬或
早春， 田间栽植深度为 5～7�cm 时利于出苗。

2.3 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处理 A1 平均折合产量为

3�600�kg/hm2， 处理 A2 均折合产量为 3�659�kg/hm2，
处理 A2 较处理 A1 增产 1.64%， 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初冬栽植与早春栽植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初
冬栽植以栽植深度为 5� cm 时折合产量最高
（A1B2）， 为 4�015�kg/hm2， 较处理 A1B3、 A1B4、
A1B1 分别增产 11.99%、 17.40%、 18.79%； 栽植
深度为 7� cm 时次之（A1B3）， 折合产量为 3�585�
kg/hm2， 较处理 A1B4、 A1B1 分别增产 4.82% 、
6.07%。 早春栽植以栽植深度为 5�cm 时折合产量
最高 （A2B2）， 为 4�025� kg/hm2， 较处理 A2B3�、
A2B1、 A2B4 分 别 增 产 11.03% 、 15.00% 和
15.50%； 栽植深度为 7�cm 时次之（A2B3）， 折合产
量为 3�625�kg/hm2， 较处理 A2B1、 A2B4 分别增产
3.57%、 4.02%。 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处理 A1B2 和处理 A2B2 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处理

差异极显著； 处理 A1B3 和处理 A2B3 差异不显
著， 与其余处理差异极显著； 其余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 由此可知， 无论初冬或早春栽植款冬花，
其栽植深度以 5～7�cm 时折合产量较高， 其中栽
植深度为 5�cm 时折合产量最高。

3���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 在款冬花人工覆膜栽培的环

境条件下， 早春栽植平均出苗率 95.98%， 较初冬
栽植出苗率高出 2.24 百分点； 早春栽植平均折合
产量为 3�659�kg/hm2， 较初冬栽植增产 1.64%。 无
论初冬或早春栽植， 栽植深度为 5�cm 时出苗率最
高， 达 99.38%； 栽植深度为 7� cm 时次之， 为
95.14%； 栽植深度为 5�cm 时折合产量最高， 为
4�020�kg/hm2， 栽植深度为 7�cm 时次之， 折合产量
为 3�605�kg/hm2。 早春栽植且栽植深度为 5�cm 的款
冬花折合产量最高， 为 4�025�kg/hm2。 初冬栽植且
栽植深度为 5� cm 的款冬花折合产量次之， 为
4�015�kg/hm2。 综合分析认为， 陇西县款冬花覆膜
栽培的最佳栽植期应为早春土壤解冻后， 适宜栽
植深度为 5～7�cm， 最佳栽植深度为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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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平均出苗率
（%） 差异显著性

A1B1 90.03 cC
A1B2 98.77 aA
A1B3 94.67 bB
A1B4 91.47 cC
A2B1 94.33 cC
A2B2 100 aA
A2B3 95.60 bB
A2B4 93.97 cC

表 2 不同处理款冬花的出苗率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20�m2）

折合产量
（kg/hm2） 差异显著性

A1B1 6.76� 3�380� cC
A1B2 8.03� 4�015� aA
A1B3 7.17� 3�585� bB
A1B4 6.84� 3�420� cC
A2B1 7.00� 3�500� cC
A2B2 8.05� 4�025� aA
A2B3 7.25� 3�625� bB
A2B4 6.97� 3�485� cC

表 3 不同处理对款冬花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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