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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播期对华北地区二月兰生长及养分吸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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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小区试验研究了华北地区不同播期对二月兰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 生长发育、 养分吸收和产量

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播期推迟会造成二月兰的出苗数、 越冬数、 养分累积量和产量下降ꎬ 以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为最

高ꎬ 其鲜草产量达到 ２０ ９２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氮、 磷、 钾累积量分别达到 ５１ ５９、 ６ ９５ 和 ９３ ４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种子产量达到

６６７ ｋｇ / ｈｍ２ꎻ 但植株的氮、 磷含量有随播期推迟而上升的趋势ꎮ 播期推迟会导致二月兰生育期延迟ꎬ 表现为收获

时二月兰秸秆和种子的含水量增加ꎮ 本试验条件下ꎬ 综合考虑二月兰在华北地区的最适播期为 ９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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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华北地区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大幅萎缩ꎬ
传统的冬小麦 －夏玉米两熟制向一季春玉米制演变

的趋势明显ꎬ 导致华北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冬季休

闲地ꎮ 据调查ꎬ 仅京津两地及相邻的保定、 张家

口、 承德、 廊坊 ４ 市ꎬ 冬季休闲土地的面积就已达

到近 ２００ 万 ｈｍ２ꎬ 冬闲时间长达半年以上ꎮ 如此大

面积和长时间的休闲ꎬ 一方面造成了光、 热、 水、
土等自然资源的浪费ꎬ 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缺少地

面覆盖ꎬ 加之北方地区冬春季节大风天气较多ꎬ 也

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ꎮ
二月兰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 又名诸葛

菜ꎬ 为十字花科诸葛菜属越年生草本植物ꎬ 是一种

集油料、 菜用、 保健、 饲用和观赏为一身的优良植

物[１ － ２]ꎬ 具有较强的抗寒、 耐旱能力ꎮ 已有研究表

明ꎬ 二月兰在华北地区可安全越冬ꎬ 返青后快速生

长并迅速覆盖地面ꎬ 在次年 ４ 月达到盛花期ꎬ 此时

二月兰鲜嫩多汁ꎬ 可翻压用作绿肥ꎻ ６ 月二月兰成

熟ꎬ 可收获籽粒[３ － ４]ꎮ 将二月兰用作绿肥作物ꎬ 可

达到培肥土壤、 防风固沙、 净化环境等目的ꎬ 而将

二月兰用作油料作物、 观赏花卉、 蔬菜、 饲料等也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ꎮ 二月兰要

获得高产ꎬ 合理的播期选择十分重要ꎮ 播期作为种

植技术的一个重要因素ꎬ 显著影响作物的出苗[５]、
越冬[６]、 生长发育[７]、 物质积累[８]、 养分吸收[９]和

产品质量[１０] 等各个方面ꎮ 而且ꎬ 不论是将二月兰

用作绿肥翻压还是用于收获种子ꎬ 都应使其生育期

与主作物合理衔接ꎮ 但目前未见有关二月兰播期的

研究报道ꎬ 因此本文以华北地区春玉米收获时间为

依据设置不同播期处理ꎬ 研究播期对二月兰生长发

育、 养分吸收及产量的影响ꎬ 以期为二月兰在华北

地区的适期播种和科学利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廊坊万庄试验基地ꎬ
约位于 Ｅ１１６°３５′、 Ｎ３９°３４′ꎮ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

偏东ꎬ 与北京市、 天津市毗邻ꎬ 其气候特点及种植

制度与京津类似ꎬ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ꎬ 年平

均气温为 １１ ９℃ꎬ 年平均日照时数在 ２ ６６０ ｈ 左右ꎬ
无霜期为 １８３ ｄ 左右ꎬ 年降水量为 ５５４ ９ ｍｍꎬ ６ ~８
月降水量可达全年总降水量的 ７０％ ~８０％ꎮ
１ ２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试验地土壤类型为砂质潮土ꎬ 试验开展前为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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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ꎮ 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１ꎮ

表 １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ｐＨ
值

有机质 全氮

(ｇ / ｋｇ)

碱解氮
有效磷

(Ｐ)
速效钾

(Ｋ)
(ｍｇ / ｋｇ)

阳离子交换量

(ｃｍｏｌ / ｋｇ)
８ ３９ ４ １６ ０ ３４ １７ ６ ４ ２０ ７３ ０ １０ ６

１ ３　 试验设计

试验结合京津冀地区春玉米收获的时间设置了 ４
个播期ꎬ 分别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０
月 １ 日和 １０ 月 ８ 日ꎮ 小区面积 ２ ｍ × ２ ｍ ＝ ４ ｍ２ꎬ
重复 ４ 次ꎬ 随机区组排列ꎮ

二月兰播种量为 ２ ｇ / ｍ２ꎬ 条播ꎬ 行距 １５ ｃｍꎬ
每小区播种 １２ 行ꎮ 施肥量为 Ｎ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Ｐ２ Ｏ５

４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Ｋ２Ｏ ４５ ｋｇ / ｈｍ２ꎮ 播种前ꎬ 结合整地施

入全部磷、 钾肥和 ５０％ 氮肥用作基肥ꎬ 剩下的

５０％氮肥在二月兰抽薹期用作薹肥ꎮ 氮、 磷、 钾肥

分别为尿素 (Ｎ ４６％ )、 过磷酸钙 (Ｐ２Ｏ５ １２％ ) 和

硫酸钾 (Ｋ２Ｏ ５０％ )ꎮ
１ ４　 调查项目及测定方法

各小区随机选取 ２ 个播种行ꎬ 在越冬前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调查出苗数ꎬ 在春季返青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调查越冬苗数ꎮ

在二月兰的盛花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每小

区收割长势相对均匀的 ２ 行鲜草ꎬ 称地上部鲜重ꎬ
然后 １０５℃杀青 ０ ５ ｈꎬ ８０℃烘干后称干重ꎮ 在二月

兰的成熟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收获各小区剩余

１０ 行二月兰ꎬ 实收计产ꎬ 统计种子、 秸秆产量ꎮ 按

常规分析方法[１１] 测定植株及籽粒的氮、 磷 (Ｐ)、
钾 (Ｋ) 含量ꎬ 考察籽粒千粒重等指标ꎮ
１ ５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等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ꎬ Ｏｒｉｇｉｎ ８ ０ 进行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出苗数和越冬数的影响

图 １ 反映的是不同播期对二月兰冬前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出苗数和春季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越

冬数的影响ꎮ 可以看出ꎬ 随着播期的推迟ꎬ 二月兰

的出苗数和越冬数都呈逐渐下降趋势ꎮ 按播期先后

顺序ꎬ ４ 个播期的出苗数依次为 ４１１ (ａ)、 ３７１ (ａ)、
３１５ (ｂ) 和 １１７ 株 / ｍ２ (ｃ) (注: 不同字母表示 ５％
水平下差异显著ꎬ 下同)ꎮ １０ 月 ８ 日播种的出苗数仅

相当于 ９ 月 １４ 日的 ２８ ３３％ꎮ 就越冬数而言ꎬ ４ 个播

期的越冬数依次为 ３７０ (ａ)、 ２９１ (ｂ)、 １４０ (ｃ) 和

２９ 株 / ｍ２ (ｄ)ꎬ 与各自出苗数相比都有所下降ꎬ 降

幅分别为 １０ ０９％、 ２１ ５６％、 ５５ ５１％ 和 ７５ ３２％ꎮ
其中ꎬ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０ 月 １ 日和 １０ 月 ８ 日的 ３ 个播期

越冬数相对于各自出苗数均显著降低 (Ｐ <０ ０５)ꎮ

图 １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出苗数和越冬数的影响

注:∗表示在 ５％水平下差异显著ꎻ ＮＳ 表示无显著差异ꎮ

２ ２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盛花期产草量的影响

盛花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产草量是衡量

二月兰翻压用作绿肥效果的重要指标ꎮ 从表 ２ 可

以看出ꎬ 不论是鲜草产量还是干草产量ꎬ 都随着

播期的推迟而降低ꎬ 并且各处理间差异显著ꎮ 其

中鲜草产量以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为最高ꎬ 达到 ２０ ９２５
ｋｇ / ｈｍ２ꎻ １０ 月后播种鲜草产量大幅下降ꎬ １０ 月 １
日和 １０ 月 ８ 日播种的鲜草产量与 ９ 月 １４ 日相比

分别下降了 ６３ ９２％和 ８９ ４９％ ꎮ 干草产量也有类

似的变化规律ꎮ 二月兰鲜草的含水量随播期推迟

有增加趋势ꎬ 但变化幅度较小ꎬ 各播期的含水量

均大于 ８５％ ꎬ 不会 影 响 二 月 兰 翻 压 后 的 腐 解

效果ꎮ

表 ２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盛花期产草量的影响

播期 鲜草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相对产量 (％ ) 干草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相对产量 (％ ) 鲜草含水量 (％ )

０９ － １４ ２０ ９２５ ± １ ４２０ ａ １００ ００ ２ ９１５ ± ２４４ ａ １００ ００ ８６ ０６ ± ０ ９７ ｂ

０９ － ２２ １６ ７４４ ± ２ ８８２ ｂ ８０ ０２ ２ ０２８ ± １８１ ｂ ６９ ５４ ８７ ７７ ± １ ００ ａ

１０ － ０１ ７ ５５０ ± ２ ０７２ ｃ ３６ ０８ ８８４ ± ２５１ ｃ ３０ ３２ ８８ ３２ ± ０ ８２ ａ

１０ － ０８ ２ ２００ ± １ ０９８ ｄ １０ ５１ ２６９ ± １５５ ｄ ９ ２３ ８８ ０８ ± ０ ９０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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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盛花期养分含量和累积量

的影响

推迟播期对二月兰的养分含量和累积量会产生

一定影响 (表 ３)ꎮ 就养分含量而言ꎬ 随着播期的

推迟ꎬ 二月兰的氮、 磷含量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ꎬ
并且各处理间差异显著ꎮ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的植株氮、
磷含量分别为 １ ７２％和 ０ ２３％ ꎬ 与之相比后 ３ 个播

期的 氮 含 量 依 次 增 加 了 ４７ ２３％ 、 ９１ ３４％ 和

１２９ ４４％ ꎬ 磷含量依次增加了 ５２ ３８％ 、 ９１ １８％ 和

１４５ ３１％ ꎮ 这可能是因为推迟播期造成二月兰的生

育期产生相应延迟ꎬ 鲜草测产时晚播的二月兰抽薹

不完全ꎬ 植株较矮小ꎬ 植株体内的养分未得到充分

“稀释”ꎮ 与氮、 磷含量不同的是ꎬ 各播期处理的钾

含量相近ꎬ 无显著差异ꎬ 可能是由于植株对不同养

分的吸收特性不同而造成的ꎮ
就养分累积量而言ꎬ 随着播期的推迟ꎬ 二月兰

的氮、 磷、 钾累积量均呈逐渐降低的趋势ꎮ 但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与 ９ 月 ２２ 日播种的氮、 磷累积量无显著

差异ꎬ 后者分别相当于前者的 ９５ ３５％ 和 ９９ ２９％ ꎻ
而 １０ 月播种氮、 磷累积量则显著降低ꎬ １０ 月 １ 日

和 １０ 月 ８ 日播种的氮累积量分别相当于 ９ 月 １４ 日

播种的 ５６ ３１％和 ２０ ２８％ ꎬ 磷累积量分别相当于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的 ５１ ３５％ 和 １４ ９３％ ꎮ 播期推迟会使

二月兰的钾累积量显著降低ꎬ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的钾累

积量可达 ９３ ４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后 ３ 个播期依次相当于它

的 ６７ ３６％ 、 ２９ ５９％和 ８ ５５％ ꎮ

表 ３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盛花期养分含量和累积量的影响

播期
养分含量 (％ )

Ｎ Ｐ Ｋ

养分累积量 (ｋｇ / ｈｍ２)

Ｎ Ｐ Ｋ

０９ － １４ １ ７２ ± ０ ０７ ｄ ０ ２３ ± ０ ０６ ｄ ３ ２１ ± ０ １５ ａ ５１ ５９ ± １ ０６ ａ ６ ９５ ± ０ ９０ ａ ９３ ４４ ± ４ ６８ ａ

０９ － ２２ ２ ５４ ± ０ １６ ｃ ０ ３５ ± ０ ０５ ｃ ３ ３３ ± ０ ２５ ａ ４９ １９ ± ２ ２１ ａ ６ ９０ ± ０ ４３ ａ ６７ ３６ ± ６ ３１ ｂ

１０ － ０１ ３ ３０ ± ０ １２ ｂ ０ ４４ ± ０ ０４ ｂ ３ ３６ ± ０ １４ ａ ２９ ０５ ± ７ ５５ ｂ ３ ８８ ± １ １７ ｂ ２９ ５９ ± ８ ００ ｃ

１０ － ０８ ３ ９６ ± ０ １７ ａ ０ ５６ ± ０ ０９ ａ ３ ２３ ± ０ １４ ａ １０ ４６ ± ５ ５６ ｃ １ ４５ ± ０ ６８ ｃ ８ ５５ ± ４ ４８ ｄ

２ ４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成熟期生物量的影响

表 ４ 是不同播期对二月兰成熟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生物量的影响ꎮ 可以看出ꎬ ９ 月 １４ 日播

种的生物量最高ꎬ 其种子、 秸秆和总生物量分别

达到 ６６７、 ６ ５８１ 和 ７ ２４８ ｋｇ / ｈｍ２ꎮ 播期推迟会造

成二月兰的种子产量下降ꎬ 但 ９ 月 ２２ 日播种与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相比差异不明显ꎬ 而 １０ 月播种的种

子产量会显著降低ꎮ 所有播期中ꎬ 以 １０ 月 １ 日播

种的收获指数最高ꎬ 这是由于在收获时ꎬ ９ 月播

种的二月兰成熟度较高ꎬ 荚果迸裂造成部分种子

损失ꎮ

表 ４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成熟期生物量的影响

播期
种子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秸秆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总生物量

(ｋｇ / ｈｍ２)

收获指数

(％ )

０９ － １４ ６６７ ± ４３ ａ ６ ５８１ ± ２８５ ａ ７ ２４８ ± ２６５ ａ ９ ２

０９ － ２２ ６１８ ± ５７ ａ ６ ３９５ ± ５２４ ａ ７ ０１３ ± ５５１ ａ ８ ８

１０ － ０１ ４０２ ± ８３ ｂ ３ １６７ ± ８９４ ｂ ３ ５６９ ± ９７１ ｂ １１ ３

１０ － ０８ ２５９ ± ６８ ｃ ２ ８３５ ± ４３１ ｂ ３ ０９４ ± ４９４ ｂ ８ ４

２ ５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成熟期养分含量的影响

推迟播期对二月兰成熟期种子和秸秆中的养

分含量会产生一定影响 (表 ５)ꎮ 二月兰种子的氮

含量有随播期推迟而升高的趋势ꎬ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

的种子氮含量最低ꎬ 为 ３ ２７％ ꎬ 显著低于 １０ 月 １
日和 １０ 月 ８ 日播种处理ꎻ 种子磷含量则有随播期

推迟而降低的趋势ꎬ 但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ꎻ 各

播期种子钾含量相近ꎬ 差异不显著ꎮ 秸秆的氮含

量可分为两组ꎬ ９ 月播种的秸秆氮含量显著低于

１０ 月播种处理ꎻ 磷含量则随着播期的推迟逐渐升

高ꎻ 钾含量以 ９ 月 ２２ 日播种为最高ꎬ 达到 ２ ８６％ ꎬ
并与 １０ 月 ８ 日播种差异显著ꎬ 其它各处理间差异

不显著ꎮ
２ ６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收获时成熟度的影响

推迟播期会导致二月兰的生育期产生相应延

迟ꎮ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 收获时二月兰的秸秆含水

量可明显分为 ２ 组ꎬ ９ 月播种的秸秆含水量显著

低于 １０ 月播种ꎻ 种子含水量也有类似规律ꎬ 说

明晚播处理在收获时二月兰的成熟度较低ꎮ 并

且ꎬ 随着播期的推迟ꎬ 二月兰种子的千粒重呈逐

渐下降趋势ꎬ 所有播期中以 ９ 月 １４ 日的千粒重

１ ５７ ｇ 为最高ꎬ 晚播会造成收获时种子的灌浆不

完全ꎮ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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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成熟期养分含量的影响 (％ )

播期
种子

Ｎ Ｐ Ｋ

秸秆

Ｎ Ｐ Ｋ

０９ － １４ ３ ２７ ± ０ ３５ ｂ ０ ４２ ± ０ ０３ ａ １ １１ ± ０ ０６ ａ １ ００ ± ０ １４ ｂ ０ ０６ ± ０ ０１ ｃ ２ ５３ ± ０ ４８ ａｂ

０９ － ２２ ３ ５１ ± ０ ０８ ａｂ ０ ３７ ± ０ ０２ ａ １ １０ ± ０ ０４ ａ ０ ９７ ± ０ １９ ｂ ０ ０９ ± ０ ０１ ｂ ２ ８６ ± ０ ３１ ａ

１０ － ０１ ３ ７０ ± ０ １６ ａ ０ ３７ ± ０ ０６ ａ １ １０ ± ０ ０８ ａ １ ２９ ± ０ ０１ ａ ０ １０ ± ０ ０２ ｂ ２ ５３ ± ０ ０８ ａｂ

１０ － ０８ ３ ６８ ± ０ １６ ａ ０ ３５ ± ０ ０４ ａ １ １２ ± ０ ０８ ａ １ ２２ ± ０ ０３ ａ ０ １２ ± ０ ０１ ａ ２ １５ ± ０ ２０ ｂ

表 ６　 不同播期对二月兰收获时成熟度的影响

播期 秸秆含水量 (％ ) 种子含水量 (％ ) 千粒重 (ｇ)

０９ － １４ １７ ９５ ± ０ ９１ ｂ ３ ２８ ± ０ ２７ ｂ １ ５７ ± ０ ０７ ａ

０９ － ２２ １７ ５０ ± ６ ２０ ｂ ３ ７３ ± ０ ４２ ｂ １ ３５ ± ０ ０７ ｂ

１０ － ０１ ３２ ６０ ± ２ ７４ ａ ６ １６ ± １ ０６ ａ １ ３２ ± ０ ０６ ｂ

１０ － ０８ ２９ １０ ± ３ ６２ ａ ６ ５７ ± ０ ８５ ａ １ ２６ ± ０ ０３ ｂ

３　 讨论与结论

３ １　 播期对二月兰生长发育的影响

适期播种是促进越冬作物一播全苗ꎬ 形成冬前

壮苗ꎬ 继而为全生育期生长发育和高产稳产奠定基

础的关键技术[１２]ꎮ 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ꎬ 播期

推迟会造成二月兰出苗数下降ꎬ 尤其是在 １０ 月以

后播种ꎬ 其出苗数相对于 ９ 月播种显著降低ꎬ 这是

由于外界气温下降造成的ꎮ 气温过低不利于种子的

发芽和出苗ꎬ 也不利于冬前幼苗生长ꎬ 会造成植株

幼苗光合作用减弱ꎬ 营养生长受阻ꎬ 进而影响个体

和群体发育[１３ － １４]ꎮ 播期推迟也会影响到作物的越

冬状况ꎬ 越冬前≥０℃的积温和越冬期的负积温是

影响作物越冬状况的关键因素[１５]ꎮ 本研究中ꎬ 较

早播种有利于二月兰越冬存活ꎬ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的越

冬数与出苗数相比未显著降低ꎬ 越冬存活率约

９０％ ꎬ 随着播期推迟ꎬ 二月兰越冬存活率逐渐下

降ꎬ 并且降幅越来越大ꎮ
潘福霞等[９]、 杜永光等[１６] 研究均发现ꎬ 播期

推迟会导致作物生育期产生延迟ꎬ 本研究也有类似

结果ꎮ 盛花期测产时发现ꎬ 晚播的二月兰抽薹不完

全ꎬ 植株矮小ꎬ 植株体内的氮、 磷养分未得到充分

“稀释”ꎬ 浓度较高ꎬ 生长发育滞后于早播二月兰ꎻ
成熟期收获也可看出ꎬ 晚播二月兰的成熟度较低ꎬ
表现为秸秆和种子的含水量较高ꎬ 而种子千粒重较

低ꎮ 并且ꎬ 推迟播期也会影响到植株养分向种子的

运移以及种子内养分的稀释平衡ꎮ 种子发育不良ꎬ
将影响未来种植时二月兰的产量ꎮ

３ ２　 播期对二月兰产量及用作绿肥效果的影响

绿肥作物一般应当具备生物量较大、 养分含量

较高、 养分累积量较大、 与主作物生育期合理衔

接、 种植生长可控而不会对环境造成入侵或危害等

特点ꎮ 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ꎬ ９ 月 １４ 日播种的

二月兰在盛花期鲜草产量可达 ２０ ９２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产量

较高ꎬ 其养分含量与一般绿肥作物相当[４]ꎬ 氮、 钾

的累积量较大ꎬ 满足用作绿肥作物的基本要求ꎮ 但

播期推迟会显著降低二月兰盛花期的养分累积量ꎬ
以 １０ 月 １ 日为较明显的界限ꎮ 此外ꎬ 二月兰磷累

积量相对偏低ꎬ 所以翻压利用时应适当增施磷肥以

达到养分平衡ꎮ 二月兰常被用作园林景观植物ꎬ 种

子难以获得ꎬ 市场价格较高ꎮ 本研究中ꎬ 二月兰适

期早播的种子产量可达 ６６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与紫云英等[９]

相比有一定的产种优势ꎬ 实际生产中小块地留种即

可满足大片田地的用种需要ꎬ 并且二月兰种子用途

广泛ꎬ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ꎮ
在华北地区将二月兰用作越冬绿肥作物ꎬ 对农

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ꎮ 当

前农业生产中存在着滥用化肥、 化肥利用率低等现

象ꎬ 巨晓棠等[１７] 研究发现ꎬ 即便在合理的氮水平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一季作物生长后仍有 ２０ ９％ ~
４８ ４％的氮素残留于 ０ ~１００ ｃｍ 土层中ꎬ 而实际生产

中的平均施氮量则高达 ２５６ ｋｇ / ｈｍ２ꎻ 苏涛等[１８] 研究

发现ꎬ 种植作物进行地面覆盖可明显降低土壤中硝

态氮的残留ꎮ 因此ꎬ 作物收获后种植二月兰ꎬ 既可

充分利用土壤残留氮素等养分供二月兰生长ꎬ 节省

肥料投入ꎻ 又可利用二月兰将土壤中易淋失损耗的

养分 “固持” 在植株体内ꎬ 在次年翻压供下季作物

生长利用ꎬ 同时达到地面覆盖、 减少肥料流失、 避

免环境污染的目的ꎮ
３ ３　 华北地区二月兰种植的适宜播期选择

本研究以华北地区春玉米收获后复种二月兰为

前提设置了 ４ 个播期ꎬ 考察分析了播期对二月兰生

长发育、 养分吸收和产量等多方面的影响ꎬ 结果表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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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播期对二月兰的生长起到重要影响ꎮ 在设置的 ４
个播期中ꎬ 无论从作绿肥还田或是从收获种子考

虑ꎬ 二月兰在华北地区的最适播期均为 ９ 月 １４ 日ꎬ
９ 月 ２２ 日播种也可接受ꎬ １０ 月之后播种则效果很

差ꎮ 如果仅考虑播期这一个影响因素ꎬ 适当提早播

种应当更有利于二月兰的生长ꎮ 因此ꎬ 实际生产中

也可考虑在主作物生长期内进行二月兰的间套作研

究ꎬ 这是有效解决播期冲突的措施之一ꎮ 另外ꎬ 在

种子充足的情况下ꎬ 还可通过增加播种量来减少播

期过晚造成的损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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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ｚｅｒ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２００ꎻ ２. Ｇｒａｄｕ￣
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３.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Ｋａｇｏｓｈｉｍ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ａｇｏｓｈｉｍａ Ｊａｐａｎ ８９０ － ００６５ꎻ 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５.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ｎｉｎｇ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８１００１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ｌ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ｙ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 ｔｈꎬ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 ｙｉｅｌｄꎬ Ｎꎬ Ｐꎬ Ｋ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ｒ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ｓꎬ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２０ ９２５ꎬ ５１ ５９ꎬ ６ ９５ꎬ ９３ ４４ ａｎｄ ６６７ ｋｇ / ｈｍ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ｕｔ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ｄ. Ｌａｔｅ ｓｏｗ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ｄｅｌａ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 ｔ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ꎻ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ꎻ ｙｉｅｌｄ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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