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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播期对西藏赤瓟产量构成的影响 

关法春，权  红，王军峰，兰小中*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西藏 林芝  860000 

摘  要：目的  明确雌雄异株植物西藏赤瓟 Thladiantha setispina 在环境胁迫下的响应差异以及环境因素对西藏赤瓟结实和产

量的影响。方法  通过对比研究不同播期处理对田间西藏赤瓟雌株率、果实性状以及种子产量的影响。结果  不同播期对西

藏赤瓟雌雄株分化影响显著，适当延后播期可以显著地提高西藏赤瓟的雌株比例（P＜0.01）；播期对西藏赤瓟的结实性能的

影响程度比较有限，不同播期处理间西藏赤瓟果实单果平均鲜质量、干质量及干物质量差异并不显著（P＞0.05），但播期对

西藏赤瓟产量构成相关指标却有着直接影响，处理间产量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结论  适当延后播期，有利于提

高西藏赤瓟种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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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elayed sowing-date on yield components of Thladiantha setispina 

GUAN Fa-chun, QUAN Hong, WANG Jun-feng, LAN Xiao-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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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on dioecious plants and the respons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fluence on the fruiting and yield of Thladiantha setispina. Methods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sowing-dates 
on the female plant rate, fruit character, and seed yield of T. setispina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comparative ways.Results  Different 
sowing-dates on differenti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plant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The appropriate delay of sowing-date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T. setispina (P < 0.01); Sowing-date limited the impacted fruit character of T. setispina. 
By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sowing-dates, the differences of average real weight of fresh fruit quality, dry quality, and dry matter 
content were not significant (P > 0.05), but the sowing-date on yield components of T. setispina had a direct impact on related 
indicators, yield differences during the treatments reached a very significant level (P < 0.01). Conclusion  The appropriate delaying 
of sowing-date could help to improve the seed production of T. setis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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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赤瓟 Thladiantha setispina A. M. Lu et Z. Y. 
Zhang（藏东南地区俗称“波棱瓜”）是葫芦科赤瓟儿

属 Thladiantha Bunge 一年生攀援植物，在西藏分布于

波密县、林芝县和错那县等地，其种子具有泻肝火、

胆热、解毒之功效，主治黄疸型传染性肝炎、胆囊炎、

消化不良等症，为常用藏药之一[1-2]。西藏赤瓟作为藏

药中的一种重要药用植物，对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得到

人们的重视，以往对有关西藏赤瓟相近功效植物波棱

瓜 Herpetospermum pedunculosum (Ser.) Baill. 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栽培技术[2]及药用成分生理[3]、生化研究[4]

和组织培养[5]等方面。西藏赤瓟人工驯化栽培是保护

和合理利用西藏赤瓟资源的一条主要途径。由于西藏

赤瓟属雌雄异株植物，只有雌株能够结瓜收获瓜子，

因而雌株率的高低成为影响人工栽培的关键因素，关

于西藏赤瓟性别分化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至今尚未

有文献报道。 
本实验通过对比研究播期对西藏赤瓟雌株率、

果实性状以及产量性状的影响，研究环境因素对西

藏赤瓟结果性能的影响，探讨雌雄异株植物在环境

胁迫下的响应差异，以期为西藏赤瓟的高效人工栽

培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并为今后西藏赤瓟植

株的性别分化研究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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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实验地概况 
1.1  材料 

材料采自西藏林芝县高山上的野生植株所结种

子，植株由西藏大学农牧学院罗建研究员鉴定为西

藏赤瓟 Thladiantha setispina A. M. Lu et Z. Y. Zhang。 
1.2  实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西藏林芝地区八一镇西北的章麦村

（29°33′ N，94°21′ E），地处尼洋河下游河谷，海拔约

3 200 m，属藏东南温暖半湿润气候区，全年平均温度

8.6 ℃，全年日均温≥10 ℃的天数为 159.2 d，≥10 ℃
以上积温 2 225.7 ℃，全年无霜 177 d；年均降雨量

634.2 mm，全年降水分布不均，降水主要集中在 6～9
月份，占全年降雨量 71.6%；全年日照时数为 1 988.6 
h，日照百分率为 46%，实验点开阔、无遮荫，光照、

通风、灌溉条件良好。实验地 0～30 cm 土壤平均 pH
为5.10，有机质平均量为1.23%，全氮平均量为0.08%，

全磷平均量为 0.15%，全钾平均量为 0.15%，速效氮

平均量为89.36 mg/kg，速效磷平均量为114.28 mg/kg，
速效钾平均量为 68.70 mg/kg。 
2  方法 

实验于 6 月 20 日播种，采用直播方式将种子播

种于大棚内，育苗 18 d 后将幼苗栽植于 1.0 hm2 实

验田内，株行距为 0.70 m×0.50 m；实验以生产上

正常播种时间（5 月 7 日）播种的材料作为对照，

育苗时间为 18 d，将直播幼苗栽植于 0.5 hm2 实验

田内。处理间实验田相邻，土壤类型相同，植株田

间管理方法均相同。 
在西藏赤瓟雌雄株能够目测鉴别时进行田间统

计，在不同播期处理的实验田内，随机选择一行植株，

对该行内西藏赤瓟植株连续进行雌雄鉴别，统计雌花

率，每处理随机统计 30 株；10 月中旬对西藏赤瓟收

获，划定 10 m×10 m 小区，将每个小区内果实采下

分别单独测产，3 次重复；对当天从田间随机采回的

60 个鲜果实，称质量，用游标卡尺统计果实纵径和横

径，计算果形指数（果形指数=纵径/横径）；并将每

个果实的皮壳分离后，统计每个果实内的种子个数，

然后分别将每个果实内的种子于 85 ℃下烘干至恒质

量，充分冷却后称质量。 
采用 DPS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 LSD 差异显著

性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播期对西藏赤瓟雌株率的影响 

不同播期对西藏赤瓟雌雄株分化产生显著影

响。5 月 7 日播种的西藏赤瓟平均雌株率仅为

（23.17±4.26）%，显著低于 6 月 20 日播种的西藏

赤瓟的雌株率（86.67±4.38）%（P＜0.01）。在西

藏赤瓟栽培中，雄株承担为雌株授粉的作用而不结

瓜，西藏赤瓟依靠雌株来获得种子，过多的雄株不

利于西藏赤瓟子产量的提高，通过适当延后播期可

以显著地提高西藏赤瓟的雌株比例。因此延后播期

至 6 月中下旬，是提高西藏赤瓟雌株率的有效措施

之一。 
3.2  不同播期对西藏赤瓟结实的影响 

播期对西藏赤瓟的果实性状产生的影响各异。5
月 7 日播种的西藏赤瓟果实单果平均鲜质量、干质

量及干物质量分别为（8.44±3.26） g、（1.73±1.22）
g 和（20.49±7.28）%，分别低于 6 月 20 日播种的

西藏赤瓟果实单果平均鲜质量（9.08±3.41）g、干

质量（2.02±1.36）g 及干物质量（21.06±8.06）%，

但处理间各指标差异不显著；不同播期下果形指数

变化不大，6 月 20 日播种的西藏赤瓟果实果形指数

为 1.61±0.17，小于 5 月 7 日播种的西藏赤瓟果形

指数 1.68±0.14，但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因此不

同播期处理对以上结实性状指标虽然有影响，但差

异并不显著（P＞0.05）。 
3.3  不同播期对西藏赤瓟产量的影响 

在产量构成指标上，5 月 7 日播种的植株单株

结果数为（38.47±5.32）个，显著高于 6 月 20 日播

种的西藏赤瓟单株结果数（24.50±8.65）个（P＜
0.05），但前者单果种子数（8.39±3.40）个和种子

千粒质量（73.57±22.56）g 均低于后者的单果种子

数（11.07±3.97）个和种子千粒质量（89.68±24.28）
g，处理间差异不显著（P＞0.05）。在 5 月 7 日播种

的西藏赤瓟雌株率极显著低于6月20日播种的西藏

赤瓟雌花率的情况下，前者产量（154.05±19.51）
kg/hm2 远低于后者（596.96±24.78）kg/hm2，差异

极显著（P＜0.01）。由此说明，播期通过直接影响西

藏赤瓟产量构成相关指标，对不同播期西藏赤瓟产

量影响非常显著，播期对生产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4  讨论 

从实验结果来看，西藏赤瓟的性别分化受到环

境因素影响。种子播期的不同，西藏赤瓟花芽分化

期间的温度、光照等环境条件均不相同，而这些温

光等差异因素，恰恰会影响植物的性别分化[6]，西

藏赤瓟花芽分化期间的环境因素变化从而对不同播

期下植株性别分化产生影响，不同播期下的植株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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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率差异显著。不同播期下环境因子的变化，将导

致雌雄个体在气孔导度、净同化作用、激素形成与

调节等方面出现不同的生理响应，响应大小受限于

外界条件[7-8]，从而不可避免对西藏赤瓟的产量形成

机制产生影响，由此出现了不同播期下西藏赤瓟的

结果性能出现差异[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播期处理的西藏赤瓟花

芽分化时期，其土壤水分量也不一致，第二批播种

的西藏赤瓟幼苗的花芽分化时期正值雨季，土壤水

分比较充足，这与第一批播种的西藏赤瓟幼苗花芽

分化时期干旱缺雨的气象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在有利的环境下性别比例偏雌性而逆境下偏雄

性，通常是雌雄异株植物性别分化的常见模式，以

往在对其他雌雄异株植物的研究中也多次得到相类

似的结果[6,10-11]。 
播期对西藏赤瓟雌雄株分化影响显著，与正常

5 月 7 日播种相比，延后播期至 6 月 20 日可显著提

高赤瓟雌株比例；播期对赤瓟的结实性能的西藏影

响程度比较有限，但播期对赤瓟产量构成相关指标

却有着直接影响，对西藏赤瓟产量影响显著，适当

延后播期，有利于提高西藏赤瓟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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