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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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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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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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研究， 旨在探索民乐紫皮大蒜的节水栽
培模式。
1���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地膜为兰州金土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白色地膜， 幅宽 120�cm、 厚 0.008�mm。 指示
大蒜品种为民乐紫皮大蒜， 自留种。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民乐县洪水镇新丰村。 试验
地海拔 2�330�m， 土壤肥力中等， 耕层土壤含有
机质 14.3� g/kg、 碱解氮 88�mg/kg、 有效磷 24.5�
mg/kg、 速效钾 306�mg/kg、 有效硫 54�mg/kg， pH
为 7.8。 试验地地势平坦， 灌溉方便， 前茬小麦。
秋季留茬， 春天土壤解冻后整地， 达到深、 细、
平、 净。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全膜覆土与不覆膜 2 个处理， 分别
为处理①全膜覆土。 全生育期灌水 2 次， 每次定
额灌水 1�500�m3/hm2； 处理②不覆膜（CK）。 全生育
期灌水 2 次， 每次定额灌水 1�800�m3/hm2。 小区面
积 200�m2（20�m×10�m）， 四周设保护行， 3 次重
复。 播前每 100�kg 蒜种用 20�mL�50%辛硫磷乳油
加水 5�kg 拌种， 以防治地下害虫。 4 月 7 日用小
型手扶拖拉机带开沟犁开沟， 沟深 7～8�cm。 人工
点播， 行距 20� cm， 株距 16� cm， 保苗 312� 500�����
株/hm2。 各处理施肥量一致， 均为磷酸二铵 375�
kg/hm2、 尿素 450� kg/hm2、 普通过磷 酸 钙 750�
kg/hm2、 硫酸镁钾 300�kg/hm2。 所有肥料混合均匀，
播种时一次性点施于蒜种中间， 避免肥料与蒜种
接触腐蚀蒜种。 播种后用木板耱平。 处理①用幅
宽 120�cm、 厚 0.008�mm 的白色地膜覆盖， 随播种
随覆盖地膜， 膜与地面接触的地方撑平， 做到膜
无皱， 膜与地面紧贴［3�］， 并在膜上均匀覆土 2～3�
cm。 处理②播种后用木板耱平， 直接覆土 3�cm。
覆膜处理 70%的大蒜能自己顶破地膜出苗， 不能
顶破膜出苗的及时用小刀划破地膜放苗［4�］。 其他
管理同当地大田。 7 月中下旬大蒜完全成熟后各小
区单独采收， 去净泥土称量鲜重计产。
1.4 测定项目及方法
1.4.1����灌水量测算 潜水泵连接水量表， 通过水

量表读取用水量。
1.4.2����杂草数调查 大蒜 4 叶期各小区随机选取 1�
m2 调查杂草活株数。
1.4.3����地温测定 从大蒜出苗期起， 每 10�d 用地
温计测地温 1 次， 测定时间为 10：00～11：00 时，
测定深度分别为 5、 10、 15、 20、 25�cm， 全生育
期共测 4 次， 计算平均温度及温度差。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处理①出苗期较处理②
（CK）提早 2�d。 成熟期较处理②（CK）提前 5�d。
生育期处理①为 99�d， 较处理②（CK）缩短 7�d。
表明覆盖地膜起到了提高土温的效果， 有利于早
熟和丰产。

2.2 耕层土壤温度
从表 2 可以看出， 随着深度增加， 耕层增温

效果趋于减弱； 随着气温升高， 增温效果趋于增
强。 5 月 14 日， 处理①较处理②（CK）在 5、 10、
15、 20、 25�cm 深度处的地温分别提高 1.6、 1.3、
0.8、 0.9、 0.9�℃； 5 月 24 日， 分别提高 2.1、 2.0、
1.7、 1.3、 1.0�℃； 6 月 3 日， 分别提高 1.9、 1.6、
1.5、 0.7、 0.4�℃； 6 月 13 日， 分别提高 2.5、 2.3、
2.1、 1.5、 0.8�℃。

处理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抽薹期 鳞茎膨大期 成熟期

① 7/4 9/5 28/6 18/7 17/8 99

②（CK） 7/4 11/5 3/7 23/7 24/8 106

表 1 不同处理大蒜的物候期与生育期

处理 测定时间
/（日/月）

土壤温度 /℃

5�cm 10�cm 15�cm 20�cm 25�cm

① 14/5 17.0 14.0 11.9 9.2 8.2

24/5 18.0 15.6 13.9 10.3 9.5

3/6 19.7 16.1 15.1 11.6 11.0

13/6 19.9 19.3 17.3 13.9 13.9

②（CK） 14/5 15.4 12.7 11.1 8.3 7.3

24/5 15.9 13.6 12.2 9.0 8.5

3/6 17.8 14.5 13.6 10.9 10.6

13/6 22.4 21.6 19.4 15.4 14.7

�����������������表 2 不同处理大蒜地耕层土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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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量及效益
从表 3 可以看出， 处理①折合产量为 29�515�

kg/hm2， 较处理②（CK）增产 7�795�kg/hm2， 增产率
35.9%。 按当年大蒜价格 6 元 /kg 计算， 处理①产
值 177�090 元 /hm2， 较处理②（CK）增加 46�770����
元 /hm2。 处理①比处理②（CK）平均多用覆膜人工
30 个 /hm2， 每个人工按 80 元计算， 共计 2�400����
元 /hm2； 多地膜费用 900 元 /hm2。 处理①比处理
②（CK）平均灌水量减少 600�m3/hm2， 以当年水费
0.21 元 /m3 计算， 可节省水费 126 元 /hm2。 处理①
覆膜覆土后杂草减少， 除草人工比处理②（CK）节
省 15 个 /hm2， 节省除草人工费用共计 1� 200��������
元 /hm2。 综上所述， 处理①较处理②（CK）收益增
加 44�796 元 /hm2。
2.4 对杂草的防除效果

从表 4 可以看出， 处理①通过捂压作用可以
减少杂草量， 杂草株数较处理②（CK）平均减少
69.0 株 /m2， 减少率 63.5%。

3���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民乐紫皮大蒜采用全膜覆土栽

培可通过捂压有效防止杂草生长， 有效提高地温，
促进大蒜生产， 缩短生育期， 使大蒜提前上市。 折
合产量可达 29�515� kg/hm2， 比不覆膜播种增产
7�795�kg/hm2， 增产率 35.9%； 增收 44�796 元/hm2，
且减少用水量， 提高了灌溉水的利用率。 综上所
述， 大蒜全膜覆土栽培具有增温保墒、 防除杂草、

节约灌水、 增产增收的效果， 可在民乐县进行大
面积推广应用。

地膜覆盖促进了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提高了
土壤速效氮、 速效磷、 速效钾含量， 进而影响土
壤的生物活性、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以及土壤中养
分 物质的转化与释放， 最终影响土壤的肥力水
平［5�-�6�］。 而提高地温有利于增加微生物活性， 提
高有机质的转化率［7�］， 为大蒜生长提供更多的养
分， 并能促进大蒜根系生长， 使大蒜植株生长健
壮， 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和转化［8�］， 从而提高
大蒜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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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杂草数量
/（株/m2）

较CK减少
/（株/m2）

减少率
/%

① 39.7 69.0 63.5

②（CK） 108.7

表 4 不同处理的大蒜田间杂草调查结果

表 3 不同处理的大蒜产量及产值

处理

产量 效益/（元/hm2）

小区产量
/（kg/200�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 CK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产值 人工 地膜 水费 收益

① 590.3 29�515 7�795 35.9 177�090 2�400 900 630 173�160

②（CK） 434.4 21�720 130�320 1�200 756 12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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