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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芦 巴`Tr 心ll ol el af on elll n一r a eclll oL
.

夕又称香豆子
。

系豆科一年生草本
, 全株及种子有

香味
,

是一种有多种用途的作物
;
其根瘤能固氮

, 可改 良土壤
,

茎叶既可作绿肥又是优良饲草
;

种子可入药或作香料
,

又因其含有植物胶
,

故也能作工业 原料
,

如能综合开发应用
,
对发展

“

两高一优
”

农业有一定意义
。

胡芦 巴耐早性强
,
但不耐涝

, 要获得高产
,
除应选择地势高燥及排水良好的土地进行种

植外
, 品种

、

播期
、

密度及施肥对产量也有重大的影响
。

为了明确我省适宜种植的胡芦巴品种及留种的高产措施
,

我们 自1 9 8 8年征集 了 5 个品种
,

分别在南京
、

淮阴
、

新沂等地进行了品种试验
、

播种期试验
、

密度试验和肥料配比试验
。

各

试验小区面积为 6
.

67 平方米
, 均采用随机区组

, 重复 3 次
。

除播种期试验外
,
其余试验的播期均为 10 月 5 日 , 除密度试验外

,
其余试验的密度均为

1
.

5万株 /亩 , 除施肥试验外
,

其余均按有效养分 N
一 5

,

P ZO 。
礴

,

K ZO 一3 配施
,
除品种 比较

试验外
,

其余均采用
“ 8 8一 2 9” 。

现将结果汇总如下
。

一
、

品种试验

有 5 个供试品种
,
它们分别是

:

1
. “

8 8一 7 ”
系江苏省农科院引 自巴基斯坦

,

2
. “ 8 8一 2 9” 系江苏省农科院引 自新疆科学 院 ,

3
. “

9 2~
4

”

系江苏省农科院引自甘肃平凉农科所
,

4
. “

92
一 5 ”

系江苏省农科 院引自新疆伊犁土肥站
,

5
. “

9 2一 5 3”

系淮阴农科所引自江苏新沂市
。

1 9 8 9一 1 9 91 年在南京
、

淮 阴
、

新沂 3 地对
“ 8 8一 7 ”

及 ,’8 8一 29
”
两品种进行对比种植试验

,

表 l 不 同 品 种 胡 芦 巴 的 产 种 量

品种名称 产种量

(千克 /亩 )

2 5 4
.

5

2 2 2
.

0

2 0 5
.

7

19 5
.

9

19 2
.

4

8 8一 2 9 8 8一 7

品种 间产及 比较

9 2一 5 3 9 2一 4

8 8一 2 9

8 8一 7

9 2一 5 3

9 2一 4

9 2一 5

3 2
.

5

4 8
.

8 .

5 8
.

6*

6 2
.

1* *

16
.

3

ZG
.

l

2 9
.

6

9
.

8

13
.

3

* 显著性差异标准

(0
.

0 5 )
= 4 1

.

5 1

* * 极显著性 差异

标准 ( 0
.

0 1)
= 6 0

.

3 9

* 本文承顾荣 申研究员审阅
,

特此致谢 , 徐 维龙
、

郭晚 霞参加 此项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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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

8 8~ 2 9 ”

品种的产量较高 , 19 9 2年又进行了 5 个品种产种量比较试验
,

仍 以
“
8 8一 2 9

”

亩产最高 ( 表 1 ) ,
较其它品种增产 1 4

.

6一 32
.

3% ,
与

“

92 一 5 3”
、 “

92 一 4
”

达显著性差异
,
与

“

92 一 5 ”

达极显著差异
,

而与
“

88 一 7 ”

未达显著差异
。

据全生育期测定表明
, “

8 8一 2 9 ”

较耐寒
,

比其它品种分枝数多 2一 4
.

4个
,

单株结荚数和每荚粒数分别增多 3
.

咬一 22
.

2%和 5
.

5一 2 2
.

8%
,

故增产显著
。 “

88 一 7”
次之 , 此品种春性强

,
耐寒性差

,
苗期的叶缘有紫红色

,
种子黄色较

鲜
,

千粒重较其他品种重 1克左右
。

除
“

88
一

29
”

外较其他品种增产 7
.

9一 1 5
.

3%
。

二
、

播种期试验

共设 7 个播期
: 19 9 2年分 5 个播期 (月 / 日 ) ,

它们是 9 / 2 5
, 1 0 / 5 , 1 0 / 1 5 , 1 0 / 2 5

, 1 ] / 5
;

29 9 3年分 2 个播期 (月 / 日 )
,

它们是 2八 2 , 2 / 2 5
。

试验结果 表明
,
胡芦 巴秋播要适时

,
春播要早

。

秋播的产种量可比春播高 1一 4倍
,
在

n 月以前播
,
每亩可达 10 0千克以上

, 以10 月 5 日播的 2吐8
.

7千克产量最高 (表 2 ) , 9 月 25 日

表 2 胡 芦 巴 的 播 期 对 产 种 量 的 影 响

年 份 播期 产种量 不 同播 期间产种 量比较 注

(月 /日 ) (千克 /亩 ) (千克八汀 ) 10 /5 9 /2 5 10 {1 5 10 j 2 5 1 1 /5 2 11 2

1 0j s 2 4 8
.

7 * 显著性差 异标 准

9 /2 5 2 3 3
.

2 15
.

5 * * ( 0
.

0 5 ) “ 1 9
.

4 1

19 9 2 1 011 5 18 9
.

5 5 9
.

2 * 4 3
.

7 * * * * 极显 著性差异标

10 /2 5 1 7 2
.

5 7 6
.

2 * * 6 0
.

7 * * 1 7
.

0 准 ( 0
.

0 1 ) = 2 7
.

2 2

1 1 /5 10 9
.

7 13 9
.

0 * * 12 3
.

5* * 7 9
.

8 * * 6 2
.

8* *

19 9 3 2 112 10 1
.

2 14 7
.

5 * * 1 3 2
.

0 * * 8 8
.

3
* * 7 1

.

3 * * 8
.

5

2 j25 5 6
.

4 19 2
.

3 * * 1 7 6
.

8* * 13 3
.

1* * 1 16
.

1* * 5 3
.

3* * 4 4
.

8 * *

播的次之
,
这 两期的产量与迟播和春播的产量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标准 (增产 23 %至 3倍 ) ,

自

10 月 5 日至 1 1月 5 日 ,
播期推迟与产量呈显著负相关 ( y 二 2弱

.

36 一 3
.

23 2 x , : = 一 0
.

93 0 5 *
)

。

据对植株性状测定表明
,
适期秋播使得分枝建壮

,
分枝数和单株结荚数增多

,
如 10 月 5 日播

的分枝数 比 10 月 15 日播的多 1
.

2倍
,

比 n 月和春播的多约 2
.

注倍 , 单株结英数分别多 3 。%和 1
.

2

一 3
.

1倍
,
但秋播也不能过早

,
在南京地区

, 9 月底前播种的常受冻害
,

尤其是
“

8 8一 7 ”

品种
,

春播又不能迟
, 2 月 25 日播的种子产量仅 5 6

.

凌千克 /亩
,

比 2 月 12 日播的减产 79 %
。

据在南京

地区观察
, 迟至 3 月初播

,

则无分枝发生
,

花期也缩短 1 个多月
,

不仅结荚少
.

灌浆期也短
.

千粒重低 4克多
。

三
、

密度试验

采用行距 33 厘米
,
株距分别为 0

.

8 , 1
.

2 , 1
.

6 , 2
.

0和 2
.

刁厘米 5 个处理
, 以形成不 同 密

度
。

试验结果表明 (表 3 ) , 以每亩 2 万株的产量为最高
,
其次是 1

.

5万株的
, 以 0

.

8万株为最

低
。

虽然密度增大
,

单株结荚数有所降低 (两者呈显著 负 相 关
, y = 1 3 5

.

花 一 37
.

。二 , : 二 -

0
.

9 2洲
` ’

) ,
但在本试验密度处理范围内

,

密度大的由于株数增加
,

单位面积总的 结荚数 仍高

于稀植的
。

所以产量仍较高
。

据 1 9 9 2年在新沂绿肥 良种场调查
,

中等肥力土地
,

每亩 以 2
.

3万

株较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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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密度

(万株/ 亩 )

产种量

(千克 / 亩 )

胡芦巴的种植密度对产种资的影响

不 同种植密度间产种量 比 较

1
.

6 2
.

41
.

2

2
.

0 2) 4(
.

8

1
.

6 2 29
.

1

2
.

4 21 1
.

4

1
.

21 89
.

0

0
.

1 87 1
.

5

] 1
.

7

29
.

4

5 1
.

8 .

69
.

3 * .

1 7
.

7

4 0
.

1

5 7
.

6二

2 2

3 9

4

917
.

5

显 著性 差异标 准

( 0
.

05 )
二 5 4

,

2 7

极显著性差异标准

( 0
.

0 1 )
二 6 5

.

2 6

四
、

施肥试验

按有效养分 ( 公斤 / 亩 ) N一 5 , P
Z
O

S

一超,
K

Z
O一 3组成 N P K

,

N P
,

N K
,

P K 及不施肥 5

个处理
。

氮肥为尿素
,
磷肥为普钙

,
钾肥为氯化钾

。

胡芦 巴较耐肥
,
试验结果 (表 4 ) 以 N P K 配合施用亩产 2 3 6

.

8 千克为 最高
,

比对照增产

叔
.

3%
,

比 PK 区增产吐1% , N K
,

N P 区次之 , 比对照和 P K 区增产 2 0% 以上 , P K区与对照

产量相近
,
说明胡芦 巴在淮阴地 区对氮肥反应敏感

,

配施氮肥的亩产种子可达 2 00 千克以上
,

单施磷
、

钾肥作用不大
。

表 4 肥 料 配 合 对 胡 芦 巴 产 种 量 的 影 响

肥料配合 产 种量

( 千克 /山 )

2 3 6
.

8

2 0 6
.

3

2 0 2
.

5

16 7
.

9

1 6 4
.

1

N P K

肥料不 同配合 间的产种 量 比 较

N K N P

3 0
.

5 *

3冬
.

3 .

6 8
.

8 . *

7 2
.

7 * .

3
.

B

3 8
.

4二
斗2

.

2 * *

3 6

3 8

·

*4
.

4
牢 *

显 著性差 异标准

(0
.

0 5 )
= 2 5

.

4 6

极显 著性 差异标 冷

( 0
.

0 1 )
二 3 7

.

0
`

委

K乃P
门j

PKP又NNNE KC

另据试验
,
胡芦巴施用连云港东浦复合肥厂生产的香豆子 专用复合 肥 (N : P ZO 。 : K : O 一

:8 10 :5
,

还配有适量 的微量元素 ) , 在亩施 2 5一 30 千克 (作丛肥 )的情况下
,

能使幼苗健壮
,

增

强抗早
、

抗寒的能力
,

种子可增产 15 一 20 %

综上所述
,

胡芦巴 以
“
8 8一 2 9 ”

和
“
8 8一 7 ”

两品种较好
。

在苏北地区尤 以
“
8 8 ~ 艺 , ” 为宜

。

在南

方省区和北方春播 区
, 可应用

“

88
一 7 ” 。

在苏北地区 , 最适宜的播期为 10 月上旬
,

不应迟于 10

月中旬
。

种植密度 以 2
.

0万株 /亩为宜
。

胡芦巴较耐肥
,

在一般土壤上种植
,

应在施用氮肥的

基础上
,

配施适量磷
、

钾肥或 以氮磷钾复合肥作丛肥
,
有利种

一

子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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