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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不同栽植密度 、不同施肥方式及不同的管理措施 , 对白花败酱的栽培技术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冬春时节搭建大棚有利于白花败酱的生长 , 提高产量。栽植密度以 25株·

m
-2
较适宜 。施用复合肥能较大幅度地提高白花败酱产量 。白花败酱生态适应性较强 , 适于

人工栽培 , 露地栽种年产量达 39.2 t·hm
-2
。表 4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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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败酱(Patrinia villosa)又名苦益菜 , 攀倒甑 , 萌菜 , 苦叶菜 , 胭脂麻 , 属败酱科多年生草本

植物 。迄今为止 , 各种文献记载较多的是黄花败酱
[ 1 ～ 4]

, 但事实上因该种的食用及药用价值与黄花败

酱相近
[ 5, 6]

, 且分布广泛 , 资源丰富 , 故也常被采食 。据分析 , 每 100 g白花败酱鲜嫩茎叶中含有 17

种氨基酸 , 总量达 14 995.69 mg;维生素C 42.65 mg , 维生素 B 20.22 mg , β-胡萝卜素 8.36 mg;乙酸

75.80 mg , 苹果酸 92.77 mg 。每100 g干嫩茎叶含还原糖8.00 g , 总糖 13.06 g , 粗纤维 1.22 g 。微量元

素的含量分别是:铁 143.33 mg·kg
-1
, 锌 29.73 mg·kg

-1
, 铜 7.56 mg·kg

-1
, 锰 64.06 mg·kg

-1
, 钾

26.01 mg·kg
-1
, 钙10.70 mg·kg

-1
, 镁5.60mg·kg

-1[ 7]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白花败酱具有促进肝细胞再

生 , 改善肝功能和增强抑菌和抑病毒等作用
[ 2]
。常食苦益菜符合祖国医学 “药蔬同源” 理论和回归自

然之潮流 。进行白花败酱人工栽培技术研究 , 可为山区野生植物资源开发 , 丰富都市居民餐桌菜肴 ,

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等提供科学依据 。现将经过 3 a栽培试验所得的研究结果予以报道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的选择

试验地设在浙江省临安市锦城镇东侧浙江林学院苗圃地 , 海拔高度为41 m , 年平均气温15.9 ℃,

极端最高气温 41.2 ℃, 极端最低气温-13.1 ℃, 无霜期 234 d , ≥10 ℃的活动积温 4 999.7 ℃, 年降

水量 1 399.7 mm , 平均相对湿度 82%, 年日照时数 1 939 h 。土壤为较肥沃的菜园土 , pH 值 7.0 , 有

机质含量中等 , 水解氮 112.0 mg·kg
-1
, 有效磷 215.5 mg·kg

-1
, 速效钾 290.0 mg·kg

-1
。

1.2　材料来源

所用种子分别于 1998年11月 22日和12月 17日采自浙江省临安市锦城镇青山湖畔小朱湾 , 采收

后阴干 , 去杂 , 置于聚乙烯食品袋中贮藏。分株苗和扦插用老枝于 1999年 3月 24日上午采自青山湖

畔 , 扦插用嫩枝于 1999年 5月 16日采自试验地 。



1.3　试验方法

试验区分大棚和露地 2个区域。大棚内设试验小区 39个 , 每个小区面积 1 m×1 m。其中播种试

验小区9个 , 分 3种密度处理 (16穴·m
-2
, 25穴·m

-2
, 36穴·m

-2
), 每组处理 3个重复;老枝扦插 、

嫩枝扦插和分株繁殖均为 1组处理 3个重复;施肥试验分复合肥 、 氮肥和营养液等 3组处理 , 每组处

理设 3个重复 , 1个对照;分株法密度试验分 16株·m
-2
, 25株·m

-2
和 36株·m

-2
等 3组处理 , 每组设

3个重复 。露地试验区的设计同大棚区 。另设了败酱属其他种类的引种试验区 。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白花败酱为匍匐草本 , 节部易生根 , 常于对生叶腋萌枝。因本试验以采食鲜嫩叶为目的 , 故采收

时仅剪取具2 ～ 3个节间的嫩梢 , 并保留基部 1 ～ 2个节间 , 以促使其多萌发新枝 。采后按小区分袋标

记 , 带回室内称量 , 记录数枝 , 测定叶片大小 、 枝条节间长度与直径等。

2.1　大棚与露地播种小区产量比较

根据大棚与露地不同密度试验小区内白花败酱的生长情况 , 确定 2000年首次采收日期分别为 3

月22日和 3月 31日 , 大棚比露地早 9 d。4月 17日和 5月 24日为大棚的第 2次和第 3次采收时间 ,

露地则相应推迟 9 d。

第1次采收时大棚各密度播种小区的平均产量均比露地相应密度小区的平均产量高 24.7%以上;

但在第 2次采收时大棚与露地的平均产量基本接近;第 3次采收时大棚比露地的低 5.7%至 20.9%不

等。随采收次数的增多 , 大棚与露地各密度小区的平均产量基本均有增加 , 而露地比大棚的增长率更

高 (表1)。

表 1　大棚与露地相同密度播种小区平均产量
Table 1　Comparison of average yield of the same density sowing plots between plastic green house and open soil

采收次数
16株小区产量/ (g·m-2) 25株小区产量/ (g·m-2) 36株小区产量/ (g·m-2)

大棚内 露地 大棚内 露地 大棚内 露地

第 1次 462.1 335.6 774.6 383.1 626.3 502.2

第 2次 598.7 586.3 543.8 564.7 570.8 678.1

第 3次 885.3 935.8 908.7 1 049.0 931.7 1 156.3

表 2　施用不同肥料后的白花败酱枝数和鲜质量
Table 2　Comparison of number of stems and fresh weight among different fertilizing measurement plots

项目
枝　　数 鲜　质　量/g

复合肥 氮肥 叶面营养液 复合肥 氮肥 叶面营养液

平均 619.0 705.0 569.0 806.2 640.0 491.8

对照 733.0 583.0 451.0 633.6 609.7 418.3

增长率/ % -15.5 20.9 26.2 27.2 5.0 17.6

2.2　施用 3 种不

同肥料对平均产量

及枝数的影响

以大棚内 25

株小区分株苗为试

验 对 象 , 用 氮 、

磷 、 钾各为 16%

的复合肥和含氮

46%的尿素在每次

采收后进行根部浇

灌 , 叶面营养液则

用 20 mg·kg
-1
的

ABT-6号生长调节

剂进行叶面喷施。

对上述施肥方式下

3次重复的平均产

量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 施用复合肥 、叶面营养液和氮肥的增产幅度分别可达27.2%, 17.6%和5.0%;

而从可食枝条数量分析 , 叶面营养液和氮肥分别增加 26.2%和 20.9%, 而施用复合肥却减少 15.5%

(表 2)。可见施用复合肥有利于白花败酱枝条的健壮生长 , 从而达到丰产优质的目标。

2.3　不同栽植密度下的产量及枝数分析

按每小区 16株 、 25株和 36株等 3种密度栽植分株苗 , 实行相同管理措施 , 3次重复试验的平均

产量和枝数见表 3。25株小区的平均鲜质量比 16 株小区和 36株小区的鲜质量分别增加 17.8%和

23.2%, 枝数和 16株小区相近 , 比 36株小区增加 25%。白花败酱因匍地生根 , 腋部发芽 , 萌蘖发

枝 , 每小区16株和 25株的密度显然留有足够的空间使其萌枝 , 而 36株小区因密度太大 , 抑制了萌

枝的发生 。每小区 25株的平均鲜质量最大 , 可见该密度不仅发枝较多 , 且枝粗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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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栽植密度下的平均产量和枝数
Table 3　Compari son of average yield and number of stems among diffenent density plots

枝　　数 鲜质量/ g

16株小区 25株小区 36株小区 16株小区 25株小区 36株小区

706 701 561 685.5 807.4 655.4

2.4　大棚及露地分株

苗产量统计分析

据试验观测 , 白花

败酱栽植以分株苗为

好。大棚内与露地 3种

密度及施肥试验加对照

各21个小区 , 自 1999年 5月至 2000年 6月采收的平均产量见表 4。

表 4　大棚内与露地分株苗每小区平均产量
Table 4　Comparison of average yield of dif ferent tilling plots between plastic green house and open soil g

地点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第 5次 第 6次 第 7次

1999-05-05 1999-05-30 1999-06-19 1999-09-07 2000-03-22 2000-04-07 2000-05-24

大棚 100.4 93.5 356.5 682.0 478.8 727.0 778.9

露地 64.6 157.4 402.6 728.9 401.3 998.3 1 164.1

白花败酱分株苗栽植后需一定时间的生长恢复期 , 此时大棚内与露地的产量上升均不明显 , 春末

到秋季产量上升显著 , 秋后因气温降低产量相应下降 。第 2年春季随气温回升 , 产量上升 , 露地因温

湿条件适宜 , 产量有大幅增加 。统计结果显示:大棚栽培年产量为 32.2 t·hm
-2
, 露地栽培年产量达

39.2 t·hm
-2
。

3　结果与讨论

白花败酱因含有益药用成分异戊酸和多种皂甙而具特殊的陈酱气和清苦味 , 故又名苦菜和败

酱
[ 8]
。野菜开发成功与否 , 与其适口性及风味有极大关系 。据作者选择不同年龄 、职业和文化层次的

50位对象 , 在品尝败酱菜后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 只要处理得法 , 95%的人表示喜欢或能够接

受 , 加上栽培较易 , 产量较高 , 故白花败酱是一适宜山区栽培开发的优良野菜种类 。

白花败酱生态适应性较强 , 适宜家化栽培 , 播种 、扦插和分株繁殖均可 , 但以分株方式为好 。

在冬春时节适时搭建大棚 , 保温保湿 , 可提早投产及延长采收期。据观察 , 在春节期间也有少量

幼嫩枝叶可采收 。随气温回升应及时揭去大棚塑料膜 , 以利于白花败酱的生长 , 提高产量。但总产量

不及露地栽培高 。施用复合肥增产效果最好 , 叶面营养液效果其次 。白花败酱的栽植密度是影响其丰

产的另一重要因子 , 25株·m
-2
是较适宜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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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Patrinia villosa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 different fertilizing

measurements and management in productive period were studied in 1998 to 2000.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lastic

green house was beneficial to the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of Patrinia villosa in winter and spring.The ideal density

was 25 plants per square metre.Meanwhile , the compound fertilizer was greatly helpful to the production.Based

on the strong ecologic adaptation , Patrinia villosa was suitable to be cultivated.The annual production reached

39.2 t·hm
-2

when Patrinia villlosa was cultivated in the open soil.

Key words:Patrinia villosa;planting;planting density;fertilizing;plastic green house;ope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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