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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蒜新品系天蒜 1 号选自薹蒜兼用品种上海红蒜的田间变异优良单株。 在 2013— 2014 年度大蒜
新品系多点试验中， 天蒜 1 号 5 点（次）平均折合产量蒜薹 5 518.1 kg/hm2、 蒜头 19 441.5 kg/hm2， 均较对照品
种上海红蒜增产 11.65%。 天蒜 1 号表现抗大蒜紫斑病、 白腐病。 生育期 254 d， 株高 81.1 cm， 生长势强， 叶
绿色， 薹茎长 53 cm， 抽薹率 95%； 蒜头大而匀， 单株蒜瓣平均 8～9 瓣， 蒜头蒜苔产量高， 属于薹蒜兼用品
种。 蒜头维生素 C 含量为 17.1 mg/kg。 适宜在天水、 陇南、 平凉、 庆阳等地海拔 1 700 m 以下的川水地覆膜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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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是甘肃省的特色蔬菜， 甘肃省大蒜产区
根据品种特性和生态气候特点分为秋播区和春播
区， 其中秋播蒜区主要集中在天水市、 陇南市蒜
区， 常年种植面积在 10�000�hm2 左右［1�-�4�］， 主栽品
种为成县大蒜、 上海红蒜、 天水白蒜， 均通过当

地蒜农自发引进。 近年来， 由于种植年限长， 留
种技术落后， 加之大多数蒜农采取连作种植， 导
致产量下降， 商品性降低。 针对大蒜生产中存在
的这一问题， 我们开展了大蒜新品种选育工作，
2015 年选育出适宜我省秋播蒜区种植的薹蒜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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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蒜新品系天蒜 1 号。
1���选育经过

大蒜新品系天蒜 1 号选自天水市薹蒜兼用大
蒜主栽品种上海红蒜的田间优良变异单株。 2006
年 9 月， 在天水市秦州区大蒜连作自然发病田中，
选择对白腐病抗性明显的单株， 收获后于当年秋
季种植， 经过出苗、 返青、 露薹期对植株进行观
察和抗病性筛选， 并挂牌标记， 结合产量、 抗病
性观察结果， 选择抗病、 生长健壮的优良单株 50
个。 2008 年秋季采回原发病地块表土， 对入选优
良单株混合播种， 进行发病压力鉴定， 2008 年 6
月结合蒜头收获复选优良株系。 2009 年秋季对复
选的 14 个优良株系开展株系鉴定试验， 2010�—
2011 年度进行大蒜品鉴试验； 2011�— 2013�年进
行品比试验。 2013�— 2014 年度在清水县、 秦州
区、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进行多点试验。 2014�—
2015 年度进行生产试验， 同时在天水市内蒜区进
行示范。 2015 年 12 月通过天水市科技局组织的
技术鉴定， 建议定名天蒜 1 号。
2���产量表现
2.1 品鉴试验

2010�—2011 年度， 在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试验地进行的品鉴试验中， 天蒜 1 号蒜薹产量为
6�008.1�kg/hm2， 较对照品种上海红蒜增产 38.24%，
居 4 个参试品种（系）第 1 位； 蒜头产量为 20�457.9�
kg/hm2， 较对照品种上海红蒜增产 3.46%， 居 4 个
参试品种（系）第 3 位。
2.2 品比试验

2011�— 2013 年， 在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试验地进行的品比试验中［5�］， 天蒜 1 号 2�a 蒜薹
平均产量为 6�266.3�kg/hm2， 较对照品种上海红
蒜增产 18.83%， 居 5 个参试品种（系）第 1 位；
蒜头平均产量为 21�203.6�kg/hm2， 较对照品种上
海红蒜增产 3.73%， 居 5 个参试品种（系）第 3
位。
2.3 多点试验

2013�—2014 年度， 在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咀
头、 麦积区中滩镇张白村、 清水县永清镇泰山庙
塬、 甘谷县六峰镇中洲村、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西十里站进行的多点试验中， 天蒜 1 号5点（次）
蒜薹平均产量为 5�518.1�kg/hm2， 蒜头平均产量
19� 441.5� kg/hm2， 均较对照品种上海红蒜增产
11.65%。

2.4 生产试验
在 2014�—2015 年度的大蒜生产试验中， 天蒜

1 号表现出丰产性较好， 增产效果显著。 其中秦州
区天水镇种植 0.03� hm2， 蒜薹折合产量 4�118.0�
kg/hm2， 蒜头折合产量 22�921.8�kg/hm2； 麦积区中
滩镇种植 0.02�hm2， 蒜薹折合产量 7�562.6�kg/hm2，
蒜头折合产量 16�532.6�kg/hm2； 清水县永清镇种植
0.02�hm2， 蒜薹折合产量 4�475.4�kg/hm2， 蒜头折合
产量 25�192.5�kg/hm2； 陇南市成县店村种植 0.04�
hm2， 蒜薹折合产量 7�254.2�kg/hm2， 蒜头折合产量
16�138.7�kg/hm2；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种植 0.03�
hm2， 蒜薹折合产量 5�676.5�kg/hm2， 蒜头折合产量
19� 946.2� kg/hm2。 5 点（次） 蒜薹平均折合产量
5�817.3�kg/hm2， 较对照品种上海红蒜增产 14.63%；
蒜头平均产量为 20�146.4�kg/hm2， 较对照品种上海
红蒜增产 8.18%.
3���特征特性

天蒜 1 号抗大蒜紫斑病、 白腐病， 生长健壮，
生育期 237～273�d， 平均 254�d。 株高 81.1� cm，
生长势强。 叶绿色， 9～10 片叶； 薹茎长 53�cm，
抽薹率 95%； 蒜头大而匀， 单株蒜瓣平均 8～9
瓣， 蒜头、 蒜薹产量高， 属于薹蒜兼用品种。 品
质优良， 据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测
定， 天蒜 1 号蒜头维生素 C 含量为 17.1�mg/kg，
较对照品种上海红蒜高 4.5�mg/kg。 抗病性较强， 对
白腐病表现耐病。 对大蒜紫斑病的抗性优于对照品
种， 病株率为 10.1%， 病情指数为 2.7， 对照品种上
海红蒜病株率为 45.4%， 病情指数为 10.2。
4���适宜区域

天蒜 1 号主要适宜在天水、 陇南、 平凉、 庆
阳等地的海拔 1�700�m 以下的川水地覆膜种植。
5���栽培技术要点
5.1 整地施肥

选择适宜茬口， 施足底肥， 精细整地。 前茬
以小麦、 油菜、 豆类及非葱蒜蔬菜为宜， 播期前
应有 30�d 以上的休闲期。 播前将 45�000�kg/hm2 腐
熟鸡粪或羊粪均匀撒在地表， 用拖拉机或旋耕机
翻入 20� cm 土壤中， 施入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N-P2O5-K2O为15-15-15）750�kg/hm2， 然后用旋耕
机整地 3～4 次， 保持地块平坦、 疏松。
5.2 适期播种， 合理密植

播前 7～10�d 对种用蒜头进行晾晒， 选择鳞芽
饱满、 无病虫的中、 大瓣蒜做种， 百瓣种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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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玉米品种正大 12 号为指示品种， 进行了施可丰高效缓释肥肥效试验。 结果表明， 玉米播前一次
性基施施可丰高效缓释肥 1 434.6 kg/hm2 时， 主要性状表现良好， 产量为 12 692.5 kg/hm2， 纯收入 12 665.0 元/
hm2， 投产比 1 ∶ 2.66， 在保证玉米产量的基础上降低了肥料用量， 节本增效明显。

关键词： 玉米； 施可丰高效缓释肥料； 肥效；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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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可丰高效缓释肥在玉米上的应用初报

高效缓释肥又称长效缓释肥， 其主要特点是
将化肥颗粒通过包膜的形式控制肥料养分释放速
度， 使养分释放与作物需求同步， 这种新型肥料
能有效调控养分释放速度， 具有省时省力、 增产
增效、 节能环保等特点， 被称为“化肥工业的一次
技术革命” ［1�-�2�］。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缓释肥养
分释放机理及应用做了大量研究， 取得了很多成
果［3�-�8�］。 根据有关学者研究， 通常缓控释肥可比速
效氮肥利用率提高 10%～30%， 在目标产量相同

的情况下， 施用缓控释肥比传统速效肥料可减少
用量 10%～40%［9�］。 玉米是宁夏的主要粮食作物，
年产量占全区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2/3。 因此， 探索
一种高效缓释肥及其施用方法， 对降低玉米生产
成本、 减少大量施肥对土壤环境的污染都具有重
要意义。 我们通过对“施可丰”高效缓释肥料在玉
米上的适宜施肥量进行研究 ， 评价其对玉米产量
及节本增收的影响， 为高效缓释肥在宁夏的推广
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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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g 以上， 剔除夹心瓣。 在天水市蒜区， 大蒜播
种期以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为宜。 大蒜播种多采
用人工开沟， 播种深度以 5�cm 为宜， 行距 20�cm，
株距 10～12�cm， 密度 45.0 万～52.5 万株 /hm2。
播后用 33%二甲戊灵乳油 3�000�mL/hm2 对水 675�
kg 喷洒地表， 然后覆盖幅宽 75�cm 或 120�cm 的白
色地膜。
5.3 田间管理

播后 15～20�d 蒜苗开始陆续顶出地面， 每天
11：00时前或 15：00 时后， 可用硬铁丝划破地膜放
出嫩芽或幼苗， 膜孔不宜过大。 冬前及时灌水，
保证安全越冬。 返青后及时是追肥、 灌水及除草，
一般结合灌水追肥 2～3 次， 第 1 次在 3 月下旬，
追施尿素 150～225�kg/hm2； 第 2 次在 4 月（露薹
期）中旬， 追施尿素 225～300�kg/hm2； 第 3 次在 5
月中旬（抽薹期）， 追施氮钾肥（N-P2O5-K2O 为
20-5-17）120～150�kg/hm2。 蒜薹采收后立即灌水 1
次。

5.4 及时采收
大蒜抽薹后， 蒜薹上部向下弯曲时采收， 这

样可以提高蒜薹产量。 蒜薹采收目前主要采用划
抽法， 采薹应在晴天中午进行。 蒜薹采收后 25�d
左右即可收获蒜头， 蒜叶色泽开始变为灰绿色、
植株上部尚有 3～4 片绿叶、 假茎变软时采收， 此
时蒜头颜色鲜亮， 品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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