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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早蒜1号为指示品种进行的薹用大蒜覆膜秋播密度试验结果表明， 在行距22.5 cm， 株距7 cm， 密
度63.45万株/hm2时大蒜主要性状表现良好， 蒜薹折合产量最高， 为6 481.5 kg/hm2， 蒜头折合产量为13 185.2 kg/
hm2。 综合考虑， 建议薹用大蒜覆膜栽培种植密度为60万～70万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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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地处渭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川道区， 是
甘肃省重要的蔬菜产区， 也是主要的秋播蒜区，
大蒜栽培历史悠久， 年播种面积在 0.3 万 hm2 左
右， 形成了“三蒜”（蒜头、 蒜薹、 蒜苗）共同发展
的生产格局［1�-�2�］。 由于蒜薹属于高档精细蔬菜， 便
于贮藏运输， 销售稳定， 近年来， 天水市大蒜种
植结构已由薹蒜兼用为主向薹用过渡。 为促进薹
用大蒜高产高效发展， 我们于 2014 年进行了薹用
大蒜栽培密度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大蒜品种为早熟薹用品种早蒜 1 号， 甘
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生物工程技术中心大
蒜课题组 2010 年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引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十里试验
站。 当地海拔 1�198�m， 属于渭河支流藉河的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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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高
/cm

假茎粗
/cm

薹茎长
/cm

薹茎中部粗
/cm

单薹重
/g

鳞茎直径
/cm

单头鳞茎重
/g

平均鳞芽数
/瓣

① 69.0 0.93 53.3 0.58 16.7 4.40 40.0 7

② 71.3 1.23 54.9 0.69 18.3 3.85 28.3 7～8

③ 73.3 1.13 51.9 0.63 16.7 4.70 33.3 8～9

④ 75.4 1.28 54.2 0.63 20.0 3.80 31.6 7～9

⑤ 72.4 1.16 52.9 0.70 20.0 3.80 33.3 7～8

⑥ 68.4 1.15 53.7 0.60 20.0 4.20 38.3 9～10

处理

蒜薹 蒜头

小区平均产量
/（kg/5.4�m2）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小区平均产量

/（kg/5.4�m2）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① 3.49 6�463.0�a�A 2 7.30 13�518.5�a�A 1

② 3.50 6�481.5�a�A 1 7.12 13�185.2�a�A 2

③ 2.57 4�759.3�ab�A 3 5.67 10�500.0�b�AB 3

④ 2.47 4�574.1�ab�A 4 4.88 9�037.0�bc�B 4

⑤ 2.06 3�814.8�b�A 5 4.55 8�425.9�bc�B 5

⑥ 1.67 3�092.6�b�A 6 3.85 7�129.6�c�B 6

区， 砂壤土， 土壤肥力较低， 前茬大蒜。 试验采
用单因子随机区组设计， 设 6 个密度处理， 行距
统一为 22.5�cm， 处理①株距 5�cm， 密度 88.95 万
株 /hm2； 处理②株距 7�cm， 密度 63.45 万株 /hm2；
处理③株距 9�cm， 密度 49.35 万株 /hm2； 处理④
株距 11�cm， 密度 40.35 万株 /hm2； 处理⑤株距 13�
cm， 密度 34.20 万株 /hm2； 处理⑥株距 15�cm， 密
度 29.70 万株 /hm2。 小区面积 5.4�m2， 3 次重复。
前茬收获后利用旋耕机深松土 1 次， 播前结合整
地施入腐熟鸡粪 75�m3/hm2、 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N-P2O5-K2O 为 15-15-15） 900�kg/hm2， 10 月 15
日开沟点播， 播深 3�cm， 播后用 33%二甲戊灵乳
油 3�000�mL/hm2 对水 900�kg 喷洒地表以抑制杂
草［3�-�5�］， 然后覆盖幅宽 75�cm 白色地膜， 灌水、 追
肥、 除草同常规管理。 2015 年 5 月上旬采收蒜薹，
6 月上旬一次性收获蒜头。 采收后观察记载经济性
状， 统计产量。
2���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性状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 大蒜株高以处理④最高，
达 75.4�cm； 处理⑥最低， 为 68.4�cm。 假茎粗以处

理④最粗， 为 1.28�cm； 其次为处理②， 为 1.23�
cm。 薹茎长以处理②最长， 达 54.9�cm； 处理③最
短， 为 51.9�cm。 薹茎中部粗以处理⑤最粗， 达
0.70�cm； 其次为处理②， 为 0.69�cm。 单薹重以处
理④、 ⑤、 ⑥最大， 均为 20.0�g； 其次为处理②，
为 18.3�g。 鳞茎直径以处理③最大， 为 4.70�cm；
处理④、 ⑤最小， 均为 3.80�cm。 单头鳞茎重以处
理①最重， 为 40.0�g； 处理②最轻， 为 28.3�g。 平
均鳞芽数以处理⑥最多， 为 9～10 瓣； 处理①最
少， 为 7 瓣。
2.2 蒜薹产量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 随着密度减小蒜薹折合
产量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 其中处理②蒜薹折合
产量最高， 为 6�481.5�kg/hm2； 其次为处理①， 折
合产量 6�463.0�kg/hm2； 其他处理折合产量随种植
密度减小而降低。 对蒜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 处
理间 F=3.94＞F0.05=3.33， 区组间 F=5.31＞F0.05=4.10，
表明试验各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对各处
理折合产量做多重比较， 处理②、 处理①均与处
理③、 处理④差异不显著， 与处理⑤、 处理⑥差
异显著。 处理③、 处理④、 处理⑤、 处理⑥之间

表 1 不同密度处理薹用大蒜主要性状

表 2 不同密度处理薹用大蒜蒜薹、 蒜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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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民乐县进行了民乐紫皮大蒜全膜覆土栽培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 全膜覆土栽培可增温保墒、 降低
蒸发、 防除杂草、 节约灌水， 民乐紫皮大蒜折合产量可达29 515 kg/hm2， 比露地栽培增产35.9%， 增收44 796 元/
hm2， 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可在民乐县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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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紫皮大蒜属地方品种， 具有个大、 瓣
肥、 肉厚、 汁浓、 味辣、 耐贮存等优良性状， 曾
先后荣获农业部“首届农业博览会” 金质奖和国
内贸易部“中华老字号” 产品称号 ［1�-�2�］， 享有

“大蒜之王”的美誉。 民乐紫皮大蒜 2008 年 12 月
通过了“五万亩无公害产地” 认定和 55�000�t 蒜
头、 17�500�t 蒜薹的无公害产品认证， 2009 年 7
月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013 年注册了

“民乐宝” 商标。 近年来， 民乐县大蒜种植面积
稳步扩大， 已成为民乐县的特色产业和农民增收
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 民乐紫皮大蒜传统种植模
式为露地种植， 属高水肥作物， 而民乐县属干旱
半干旱区， 夏季降水量少， 灌溉用水不足， 高需
水量与灌溉水缺乏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大蒜种
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 民乐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于 2014 年进行了民乐紫皮大蒜全膜覆土

!!!!!!!!!!!!!!!!!!!!!!!!!!!!!!!!!!!!!!!!!!!!!!!!!!!!!
差异不显著。
2.3 蒜头产量

表 2 表明， 不同密度处理下， 蒜头产量随密
度增大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其中处理①蒜头产量
最高， 折合产量为 13�518.5�kg/hm2； 其次为处理
②， 折合产量为 13�185.2�kg/hm2； 处理⑥折合产量
最低， 为 7�129.6�kg/hm2。 对蒜薹产量进行方差分
析， 处理间 F=10.89＞F0.01=5.64， 表明试验各处理
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进一步对各处理小区平均产
量做多重比较， 处理处理①、 处理②差异不显著，
均与处理③差异显著， 与处理④、 处理⑤、 处理
⑥差异极显著； 处理③与处理④、 处理⑤差异不
显著， 与处理⑥差异显著； 处理④、 处理⑤、 处
理⑥之间差异不显著。
3���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在设计密度范围内， 早蒜 1
号秋播覆膜栽培在行距 22.5�cm、 株距 7�cm、 密
度 63.45 万株 /hm2 时主要性状表现良好， 蒜薹折
合产量最高， 为 6�481.5�kg/hm2， 蒜头折合产量

为 13� 185.2� kg/hm2。 行距 22.5� cm、 株距 5� cm、
密度 88.95 万株 /hm2 时， 蒜薹折合产量 6�463.0�
kg/hm2， 蒜头折合产量最高， 为 13�518.5�kg/hm2。
鉴于试区所在地主要以采收蒜薹为目的， 建议薹
用大蒜覆膜栽培种植密度以 60 万～70 万株 /hm2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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