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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兰州高原夏菜的主产区榆中县主要高原夏菜品种的尾菜产生量进行了田间调查， 结果表明， 在
调查的 7 种主要高原夏菜品种中以花椰菜单位面积的尾菜产生量最多， 达 74.70 t/hm2； 其次是西兰花， 尾菜产
生量为 63.30 t/hm2。 全县花椰菜尾菜年产生总量高达 62.25 万 t， 松花菜、 娃娃菜、 芹菜、 甘蓝、 西兰花、 莴
笋的尾菜年产生总量分别为 15.28、 11.34、 9.56、 7.14、 6.33、 2.16 万 t。 单株尾菜产生量以花椰菜系列较大，
松花菜、 西兰花、 花椰菜分别为 2.06 、 1.28 、 1.13 kg/株。 单株产生尾菜的比重以西兰花、 松花菜和花椰菜较
高， 分别占到生物总量的 59.81%、 59.37%、 41.48%。 花椰菜、 松花菜、 娃娃菜年产生尾菜分别占年尾菜产生
总量的 54.58%、 13.40%、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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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县是兰州高原夏菜的主产区， 每年 5�—
10 月能持续供应 20 多个种类、 200 多个品种的优
质蔬菜， 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南方地区蔬菜的“伏
缺”季节的市场供应［1�-�2�］。 2015 年榆中县高原夏菜
种植面积达 2.400 万 hm2， 蔬菜总产量 86 万 t， 实
现蔬菜总产值 14 亿元， 蔬菜产业已成为全县种植

业中竞争力最强的优势产业［3�］， 在农民增加收入
和致富奔小康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随着高原夏菜的大量外销， 净菜上市， 在田间管
理、 收获、 加工和运输以及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残
枝枯叶、 根茬数量急剧攀升， 这些剩余物统称
“尾菜”［4�-�6�］。 大量尾菜堆积于田间地头、 乡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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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BA 浸泡北柴胡种子的处理效果最好， 发芽率
达 66.33%； 徐丽霞等［6�］发现， 1.0�mg/L 的 KMnSO4

能促进北柴胡种子的发芽率， 100�mg/LGA3 处理后
种子的发芽受到抑制。 在本试验中， 1%�KMnSO4

对两种柴胡种子萌发有促进作用， 而小叶黑柴胡
经 100�mg/L�GA3、 1%�6-BA、 3%�H2O2 浸泡处理的
发芽率、 发芽势受到抑制， 分析影响结果的因素
之一是药剂浓度， 因此， 今后需要做几种药剂浓
度梯度的水平处理， 进一步研究对其萌发的影响。

魏建和等［7�］通过对北柴胡和三岛柴胡种子的
发芽率检测研究发现， 种子成熟度是影响种子萌
发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曹海禄等［8�］研究不同柴胡
种质的种胚发育特性证实， 不同种质柴胡在胚率
上存在较大差异， 种子均具有形态后熟特性， 只
在发芽时间长短上存在差异。 本试验中， 红柴胡
种子的发芽能力远低于小叶黑柴胡， 原因可能是
采收种子后不到三个月就开始试验， 红柴胡种子
存在较为明显的形态后熟现象， 即绝大部分种子
胚还未发育完整， 种子成熟度的参差不齐造成了
发芽能力低。 而小叶黑柴胡即使不经药剂处理的

发芽率也已超过 50%， 对其种胚发育特性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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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河坝沟滩， 发生腐烂变质， 造成了严重的空
气、 水源和产地环境的污染， 成为一大“公害”，
已成为制约全县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因此， 高原夏菜尾菜治理的工作也引起了全社会
的高度关注。

为了确切掌握榆中县高原夏菜产生的尾菜数
量， 切实加强“尾菜”治理工作， 保护高原夏菜
种植基地土壤和空气环境， 促进榆中县高原夏
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2014 年榆中县农业环境保
护管理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全县主要蔬菜
生产基地开展了实地调研， 对全县的花椰菜、
松花菜、 芹菜、 娃娃菜（包括大白菜）、 莴笋、
甘蓝、 西兰花等主要品种产生的尾菜数量进行
了实地调查统计， 以期摸清全县主要高原夏菜
品种产生的尾菜量， 为全县破解“尾菜之困”提
供科学依据。
1���调查区域与方法
1.1 调查区域

榆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 省会兰州东郊， 地
处东经 103° 49′～104° 34′， 北纬 35° 34′～36° 26′，
总面积 3�301.64�km2， 耕地 7.05 万 hm2， 其中有效
灌溉面积 1.94 万 hm2。 平均海拔 1�874�m， 属温带
半干旱气候， 年太阳总辐射量为 545.78�kJ/cm2， 有
效辐射量为 65％， 年均气温 6.7�℃， 降水量 400�
mm， 无霜期 120�d。 分为北部干旱山区、 中部川
塬河谷区、 南部高寒二阴山区等 3 类不同地区。
调查区域包括川区的城关镇、 三角城乡、 夏官营
镇、 清水驿乡、 小康营乡、 金崖镇、 来紫堡乡、
和平镇、 连搭乡、 定远镇和南部二阴山区的马坡
乡、 银山乡、 新营乡， 共计 13 个乡（镇）。
1.2 调查分析方法

2015 年 6�—11 月采用随机调查法， 对榆中县
高原夏菜主要产区的 13 个乡（镇）进行尾菜产生量
实地调查， 调查样点数总计 545个， 样点面积均为
1�m2， 其中花椰菜 190 个样点、 松花菜 80 个样点、
娃娃菜 100个样点、 莴笋 55个样点， 芹菜 50 个样
点、 西兰花 35个样点、 甘蓝 35个样点。 统计估算
在全县不同高原夏菜品种尾菜产生总量， 并对不同
高原夏菜品种单株尾菜产生量、 单株产生尾菜的比
重以及尾菜产生总量及所占比例进行分析。
2���调查结果分析
2.1 不同高原夏菜品种尾菜产生量

由表 1 可知， 在榆中县调查的 7 种高原夏菜
主要品种中以花椰菜的单位面积尾菜产生量最多，
达 74.70�t/hm2； 其次是西兰花， 尾菜产生量 63.30�

t/hm2； 以莴笋的尾菜产生量最少， 为 10.80�t/hm2，
明显低于花椰菜、 西兰花， 仅为花椰菜的 14.46%、
西兰花的 17.06%。 2014 年在榆中县所调查的 7 种
高原夏菜主要品种尾菜产生总量为 114.06 万 t， 不
同高原夏菜品种年产尾菜总量从大到小顺序依次
为花椰菜、 松花菜、 娃娃菜、 芹菜、 甘蓝、 西兰
花、 莴笋， 分别为 62.25、 15.28、 11.34、 9.56、
7.14、 6.33、 2.16 万 t， 其中花椰菜尾菜年产生总
量高达 62.25 万 t， 比松花菜、 娃娃菜、 芹菜、 甘
蓝、 西兰花、 莴笋的尾菜产生总量分别高 46.97、
50.91、 60.09、 52.69、 55.92、 55.11 万 t。 由此可
见， 花椰菜是高原夏菜主要品种中尾菜产生量最
多的蔬菜。

2.2 不同高原夏菜品种单株尾菜产生量
从图 1 看出， 在榆中县种植的兰州高原夏菜

中， 以花椰菜系列的蔬菜单株尾菜（茎叶）量较大。
其中以松花菜最高， 高达 2.06�kg/株； 西兰花次
之， 为 1.28�kg/株； 花椰菜居第 3， 为 1.13�kg/ 株。
花椰菜系列的蔬菜要生产出高产量的商品菜（花
球）， 必须有强大的同化面积（茎叶）来同化光合产
物， 也就是要有一定的营养体来供给花球膨大与
生长的营养， 因此， 营养体发达， 尾菜的产生量
也随之增加。 相比较花椰菜系列而言， 娃娃菜、
甘蓝、 芹菜和莴笋的尾菜产生量较少， 分别为
0.54、 0.51、 0.39、 0.19�kg/株， 由于这些蔬菜的食

种类
样点
数量
（个）

种植
面积

（万hm2）

种植
密度

（株/hm2）

尾菜
产生量
（t）

年产生
总量
（万t）

花椰菜 190 0.833 66�750 74.70 62.25
松花菜 80 0.253 29�250 60.30 15.28
娃娃菜 100 0.200 105�000 56.70 11.34
莴笋 55 0.200 57�000 10.80 2.16
芹菜 50 0.233 105�000 40.95 9.56

西兰花 35 0.100 49�500 63.30 6.33
甘蓝 35 0.133 105�000 53.55 7.14

表 1 榆中县 7种不同高原夏菜品种的尾菜产生量调查结果

花椰菜 松花菜 娃娃菜 莴笋 芹菜 西兰花 甘蓝
蔬菜品种

图 1 不同高原夏菜的单株重量和尾菜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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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包括一定量的茎叶， 所以单株尾菜产生量
相对较少。
2.3 不同高原夏菜品种单株产生尾菜所占生物总
量比重

由图 2 可知， 高原夏菜中西兰花、 松花菜和
花椰菜单株产生尾菜的比重较高， 分别占到生物
总量的 59.81%、 59.37%、 41.48%。 这 3 种蔬菜都
要经过以花球为载体的养分积累贮藏过程， 从而
使花球充分长大而紧实， 就必须有强大的养分制
造器官（茎叶）， 通过光合作用来制造出更多的营
养物质， 因此尾菜所占生物总量比重较大， 这符
合花椰菜系列蔬菜的生长发育规律。 甘蓝和娃娃
菜尾菜产生量基本接近， 约占生物总量的 29%左
右； 莴笋和芹菜的尾菜产生量最小， 约占 20%左
右。 甘蓝、 娃娃菜、 莴笋和芹菜这 4 类高原夏菜
均为茎叶类型的蔬菜， 食用部分是茎叶， 为了获
取更高的商品量， 出售时带有一定的茎叶量， 故
尾菜部分所占比重相对花椰菜系列较低。

2.4 榆中县高原夏菜尾菜产生总量及所占比例
2014 年榆中县的高原夏菜种植面积近 2.267

万 hm2（含复种）。 其中花椰菜种植面积达 0.833 万
hm2， 产生尾菜 62.25 万 t， 约占年尾菜产生总量的
54.58%； 松花菜 0.253 万 hm2， 产生尾菜 15.28 万
t， 约占年尾菜产生总量的 13.40%； 娃娃菜 0.200
万 hm2， 产生尾菜 11.34 万 t， 约占年尾菜产生总
量的 9.94%， 以上 3 类蔬菜成为全县蔬菜尾菜处理
的重点对象。 芹菜的种植面积为 0.233 万 hm2， 产
生尾菜 9.56 万 t， 约占年尾菜产生总量的 8.38%；
西兰花 0.100 万 hm2， 产生尾菜 6.33 万 t， 约占年
尾菜产生总量的 5.55%； 甘蓝 0.133 万 hm2， 产生
尾菜 7.14 万 t， 约占年尾菜产生总量的 6.26%； 莴
笋 0.200 万 hm2， 产生尾菜 2.16 万 t， 约占年尾菜
产生总量的 1.89%（图3）。
3���小结

对榆中县主要高原夏菜品种尾菜的产生量田

间调查结果表明， 在榆中县调查的 7 种高原夏菜
主要品种中， 以花椰菜的单位面积尾菜产生量最
多， 达 74.70�t/hm2； 其次是西兰花， 尾菜产生量
63.30� t/hm2。 全县花椰菜尾菜年产生总量高达
62.25 万 t， 比松花菜、 娃娃菜、 芹菜、 甘蓝、 西
兰花、 莴笋分别高 46.97、 50.91、 60.09、 52.69、
55.92、 55.11 万 t。 单株尾菜产生量以花椰菜系列
的蔬菜尾菜（茎叶）量较大， 松花菜、 西兰花、 花
椰菜分别为 2.06�、 1.28�、 1.13�kg/株。 单株产生尾
菜的比重以西兰花、 松花菜和花椰菜较高， 分别
占到生物总量的 59.81%、 59.37%、 41.48%。 花椰
菜年产生尾菜约占年尾菜产生总量的 54.58%， 松
花菜年产生尾菜约占年尾菜产生总量的 13.40%，
娃娃菜年产生尾菜约占年尾菜产生总量的 9.94%。

根据不同地区蔬菜种植户的种植规模和资金
等情况， 可通过堆肥法、 直接还田法、 晒干用作
燃料、 沼气池发酵法、 饲养牲畜和加工饲料等不
同的尾菜资源化再利用技术， 对污染农村环境带
来危害的尾菜进行生态化处理， 以解决农村环境
的“尾菜之困”，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利于推进农
业生态循环，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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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高原夏菜单株尾菜总量所占生物总量的比重

图 3 2014年榆中县主要高原夏菜尾菜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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