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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料·

不同蔬菜品种施用沼液与化肥效果对比试验

甘宏信1程 萱1项小敏1 王海富3

(1浙江省衢州市衙江区蔬菜管理办公室324022；2衢州市农业科学院；3衢江区经济作物管理站)

摘要：选择白菜、芹菜、茄子、黄瓜、丝瓜开展蔬

菜施用沼液与化肥比较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蔬菜

施用沼液增产效果以白菜最佳，其次为芹菜、黄瓜、

丝瓜、茄子；叶菜类表现明显，单株重、发病轻；茄果

类蔬菜施用沼液发病率低于对照但高于复合肥；叶

菜类和茄果类施用沼液的经济效益均较对照有所

提高，以叶菜类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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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是养殖大区，2013年生猪出栏量达到

72．62万头，养殖污水排放严重污染周边环境条件。

近年来，衢江区政府大力推广建设沼气池，环境治

理效果明显，但大量的沼液如何利用仍是一大棘手

问题。为了探讨沼液在蔬菜上的应用效果，为沼液

在蔬菜生产上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我们开展了

不同蔬菜品种施用沼液与化肥比较试验，现将试验

结果总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蔬菜种类为叶菜类(白菜、芹菜)和茄果类

(茄子、黄瓜、丝瓜)，白菜品种为苏州青、芹菜品种

为黄心芹、茄子品种为杭州红茄、黄瓜品种为中农

八号、丝瓜品种为衢丝一号；供试肥料为沼液、45％

复合肥和尿素。

联系电话：0570-8261659．8253659。

1．2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杜泽镇舒山村菜地，白菜在2013年9

月25日播种，10月27日定植，667m2栽3600株，2014

年1月23日采收，全生育期120d；芹菜在2013年7

月9日播种，8月10日定植，667m2栽35000株，10月

25日采收，全生育期107d；茄子在2013年3月7日

播种，4月12日定植，667m2栽2400株，5月26日始

收，7月15 El采收结束，全生育期130d；丝瓜在2013

年3月16日播种，4月18 El定植，667m2栽1100株，6

月3日始收，9月21日采收结束，全生育期188d；黄

瓜采用直播栽培，2013年8月9 El播种，667m2栽

3500株，10月1日始收，11月13日采收结束，全生育

期96d。每个蔬菜品种分别施用沼液、45％复合肥

和尿素，以施用尿素为对照，采用大区对比试验，每

个大区面积133．4m2。各处理每667m2施用腐熟栏

肥1000kg、过磷酸钙30kg作基肥。沼液处理区定植

后-lOd，每667m2淋施沼液25kg，以后每隔7一lOd

淋施1次，共8次；复合肥和尿素处理区，每次每

667m2用量各2．5kg，共施5次。

2结果与分析

2．1产量表现

由表1可知，叶菜类蔬菜施用沼液增产效果比

较明显，增产幅度在5％以上。其中，白菜施用沼液

处理较对照增产5．89％，施用复合肥处理较对照减

产3．97％；芹菜施用沼液处理较对照增产5．56％，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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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处理大白菜产值

吸收，浓度过大可能会导致烧苗(本试验未出现)或

抑制吸收效果，造成农药浪费与环境污染。本试验

浓度是参照中化氮肥建议使用浓度设定，不足之处
一62一

是应再设定l：400的浓度配比验证试验效果，以便

更加准确找出在大白菜上中化氮肥最佳的使用临

界值。啦

万方数据



上海蔬菜 SHANGHAI VEGETABLES 2015(2)：63～64

表I各参试蔬菜品种的产量

用复合肥处理较对照减产3．65％。茄果类蔬菜施用

沼液处理较复合肥处理增产效果差，增产幅度在5％

以下。其中，茄子施用沼液处理较对照增产2．93％，

施用复合肥处理较对照增产5．14％；黄瓜施用沼液处

理较对照增产4．16％，施用复合肥处理较对照增产

6．33％；丝瓜施用沼液较对照增产3．47％，施用复合肥

处理较对照增产6．15％。可见，施用沼液增产效果以

白菜为佳，其次为芹菜、黄瓜、丝瓜、茄子。

2．2植物学性状

由表2可知，叶菜类蔬菜施用沼液后表现为叶

色深绿，光泽度好，植株抗逆能力强，发病轻，单株

重分别较对照增加6．46％和4．71％；茄果类蔬菜施用

沼液后，生物学性状表现不明显，叶色的光泽度不

及复合肥，发病率低于对照但高于复合肥，单果重

分别较对照增加6．90％、2．02％、0．81％，分别比施用

复合肥处理减4．62％、1．17％、1．95％。

2．3经济效益

由表3可知，施用沼液可节省成本、增加收益。

襄2各参试蓬莱品种的檀物学性状

羹蓉 处理
果实 果实三围直径(cm)果实单株重发病率

长度(cm)基部腰部顶部色泽 (g) (％)

表3各参试蔬菜品种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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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料·

不同施肥组合对青菜大田生产产量及相关性状的影响

郭勤卫 章心惠 李朝森 刘慧琴赵东风 项小敏
(浙江省衙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324000)

摘要：为改善衢州市土壤条件，减少化肥使用

量，增加菜农收益，本文以衢州青青菜为试材，以当

地常规施肥为对照，以新型土壤调理剂+复合肥不

同施用量的组合设置了3个不同的处理进行试验。

结果显示，等价、80％复合肥处理青菜理论66m2产

量较对照增加了0．14％，复合肥施用量减少了20％，

667m2理论纯收益平均增加31．9元。

关键字：新型土壤调理剂；产量指标；经济效益

农业生产长期大量使用化肥致使土壤板结、结

构变差、肥力下降和理化性质变劣，最终导致作物

产量和品质下降nd，。．如何在作物不减产甚至增产

的前提下减少化肥使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腐植酸是一种有机胶体，具有很大的内表面和

胶体表面积，吸附性很强，可吸附、交换和活化土壤

中的多种矿质元素，具有改土培肥、改善土壤团粒

结构、提高作物产量的功能¨1。新型土壤调理剂是

一种含有生物腐植酸的新型生物腐植酸肥料，本试

验通过比较新型土壤调理剂的不同施肥组合在衢

联系电话：0570-3051851。

参试各蔬菜品种施用沼液处理均比对照节省成本

24元，幅度分别为5．52％、3．34％、3．71％、3．23％、

2．94％；收益分别比对照增加95．7元、153．5元、65．2元、

90．0元、88．0元，幅度分别为12．25％、9．53％、

8．57％、10．67％、8．57％。叶菜类蔬菜施用复合肥成

本增加，效益下降，纯收益分别比对照减少6．62％

和5．49％；茄果类蔬菜施用复合肥有增产作用但成

本增加。

3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在蔬菜上施用沼液，白菜增产

效果最佳，其次为芹菜、黄瓜、丝瓜、茄子；在植物学

性状方面，叶菜类表现明显，单株重、发病轻，茄果

类蔬菜施用沼液发病率低于对照高于复合肥；叶菜

类和茄果类蔬菜施用沼液的经济效益均较对照有

所提高，以叶菜类最为明显。啦

．．64．．

州地区青菜生产上的应用效果，筛选出最佳施肥组

合，并应用到衢州地区青菜生产上，以减少化肥使

用，促进菜农增收。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青菜品种为衢州青。供试肥料为当地有

机肥，复合肥(N—P—K=15—15—15)由衢州市农科院

提供，含有机质≥55％、易氧化有机质I>5．1％，总养分

≥4．0％，pH值为5．5—8．5；新型土壤调理剂，由北京嘉

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并提供，含有机质≥

90％、腐植酸i>35％、易氧化有机质t>15％，总养分≥

6．O％，pH值为6．0。8．0(腐植酸、有机质含量测定值

与标明值负偏差的绝对值不大于2．o％)。
1．2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4个处理。(1)常规施肥(ck)：667m2施

当地有机肥1000kg、复合肥1 10kg；(2)等价、等复合

肥(T1)：667m2施新型土壤调理剂500kg、复合肥

llOkg；(3)等价、80％复合丑E(T2)：667m2施新型土壤

调理剂590kg、复合肥88kg；(4)等价、60％复合肥

(T3)：667m2施新型土壤调理剂680kg、复合肥

66kg。每处理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1．3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衢州市农科院梨园基地三连栋温室

大棚内，该地块地势平坦、排灌方便、肥力均匀中

等，前茬为辣椒，含有机质19．Os／kg、全氮1．249／kg、

速效氮141mg／kg，pH值6．28。2014年10月中下旬

整地分区，小区面积20m2(10 mX2m)，小区间设置

保护行。2014年11月上旬选择长势一致的衢州青

幼苗按行株距30cmx20era定植，田间管理按常

规。在植株外围叶片发黄时，每个处理随机选取

20单株，参照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不结球白菜

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嗍相关标准和方法

测定单株重、株高、叶片数、叶片长、叶片宽、叶柄

长、叶柄宽和叶柄厚等产量指标，并利用SPSS20．0

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2015年1月15日试

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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