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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合理的配合施用无机肥不但不影响人参的品质
,

而且有助于其品质和产量的提高
。

本研

究找出了在人参上氮磷比为 l , 2
.

6的最佳配方施肥
。

关健词 人参品质 无机肥 最佳配方

目前
,

我国对人参的吸肥规律及施肥研究的还不够多
,

人参施肥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

制度
,

一些参场还坚持旧的施肥方式或不施肥
。

对于追施无机氮人们看法就各不相同了
,

有

的学者认为施无机氮会使人参病害增加
,

引起参根腐烂
,

品质降低
,

皂贰含量下降
,

全氮量

增高
,

在加工时红参高档率也下降
,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做了专项研究
,

利用不同氮磷配比做

追肥
,

就其不同配比对人参不同性状的影响做了对比研究
,

为人参生产在追肥上提供一点依

据
。

1 试验与方法

试验设置在抚松县第一参场
,

土壤为腐

殖上
,

供试人参为 6年生当年收获参
,

采 用

半透光遮阴棚
。

共设 7 个试验号
, 4个重复

,

每小区面积为 l m 2 ,

采用有序排列
,

试验 处

理见表 1
。

1 9 8 7一 0 6一 0 5追施上述不同氮磷配比的肥

料
,

首先在参行与参行之间开 沟
,

沟 深 为

1 co m左右
,

然后把上述肥料均匀地撒 在 沟

裹 1 不同撅确肥料配比试脸 ( 单位
: g )

试验号 含 P :
O

。 4 5%磷肥 N H ` N O
.

内
,

再与土棍合
,

以免太集中引起烧苗
,

然后复土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氮磷配比对人参地上部生长的影响
: 1 9 87 一 0 8一 12 对不同试验的人参地上部分别做了

调查
,

就其对地上部生长的影响做了比较 (表 2 )
。

结果表明
:
a) 处理 5是单施磷肥

,

其株高与茎

裹 2 施肥前后地上部润查情况 ( 单位
: 。 m )

施肥前株高 施肥后茎粗
处理号

( A )

施肥后株高

( B )

施肥前后之差

( B 一 A )

施肥前茎高

( C ) ( D )

施肥前后 之差

( D 一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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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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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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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0

3 5
。
5

3 5
。
0

3 3
。
5

0
。
6 8

0
。
6 6

0
。
6 8

0
。
6 8

0
。
6 0

0
。
7 5

0
。
7 7

0 。
7 4

0
。
6 9

0
一

7 4

0
。
0 7

0
。
1 1

0
。
0 6

0
。
0 1

0
。

1 4

C K 3 3
。
6 3 6

。
1 2

。
5 0 。

6 8 0
。
7 7 0

。
0 9

粗的增长都最少
,

可见单一施磷没有促进地上部生长
,

反而由于比例失调抑 制 了 地上 部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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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茎粗和株高的增长都明显的小于对照
。

b ) 处理 1 中氮磷用量为最高
,

但是株 高 与茎粗

的增长也明显少于对照
。

其原因
:
第一是由于氮

、

磷比例失调所致
。

第二是肥料总量过大而

引起的障碍
。 c

) 随着氮的减少
,

比例逐渐趋向合理
,

在处理 3 以下
,

随着氮的减 少
,

地上

部增长开始下 降
。

d ) 单追氮其株高与茎粗

增加的最多
,

氮在人参上与在其它作物上的

作用相仿
,

主要是使茎叶生长速度加快
。

2
.

2 追无机氮对人参保苗的影响
:
为了弄

清施无机肥是否会烂根
,

是否会影响保苗率
,

对施肥前后的每个小区的株数都进行了调查

( 表 3 )
。

从结果中看出
:

试验 1高磷与高

氮使参苗略有减少
,

主要原因可能是用量过

大所致
,

其它均无明显差异
。

说明追肥得当

不会影响保苗率
,

也不会引起烂根
。

裹弓 施肥前后人 . 株橄润奋情况

处理前
试验号

株数 ( A )

处理后株

数 ( B )

少苗数

( A
一
B )

减少串

( % )

~

一
一一

一
1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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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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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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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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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无机氮对产量的影响
: 1 98 7一 0 9一 2 8日收获了所有不同处理的参

,

测定了参的 产 量
,

均以鲜重计算 ( 表 4 )
。

结果是
:
处理 3 增产率为最高

,

该处理的肥料比例 为 N : P : D 。

( 1 ,

剐ō ! |。é O刁̀u月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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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6 )
,

而 高 磷高氮增产率并不高
。

单施磷

与单施氮增产率为最低
。

但是所有施肥处理

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增产
。

随着肥料配比向

处理 3 靠近
,

增产率也有所增加
,

其增产曲

线呈峰形 ( 图 )
。

表 4 产 t 调奋 ( 位位
: k g )

试验号 实际产量 理论产量 增产率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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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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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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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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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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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看出
,

虽然单施氮地上部的茎粗和株高增加的最多
,

明单施氮对人参根部增产并不大
,

仅为 3 %
,

单施磷也是一样
,

仅增产 3%
,

而对地上部生

长产生了抑制作用
。

由此可见在人参上用肥
,

绝对不能施单一肥料
,

要根据土壤和环境条

件合理追肥
,

不能盲目追肥
。

2
.

4 追施无机氮对人参晒干率的影响
: 19 8 7

一 0 9一 2 8收获
,

1卜 0 5洗参
,

表面水分干后称鲜

重
,

然后烘干
,

直到恒重
,

不同试验少
、

参晒

干率情况见表 5
。

表5

但其根的增产率为最低
,

说

不同追肥人今晒千率

试验号 鲜重 ( g ) 烘干重 ( g ) 晒干串 ( % )

1 1 5
。
1

1 0 9
。
9

1 2 9
。
5

1 15
。
7

1 26
。
5

1 1 7
。
5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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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4

2 7
。
3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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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3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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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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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看出
,

晒千率最高的也是试验 3

验 1 和试验 2 晒千率也明显低于对照
,

这说

明 由于氮的增加
,

体内水分 加大
,

晒干率下

降
,

随着氮的减少
,

晒干率增加
,

合理的肥

料配比会使晒千率增加
,

试验 3 的晒干率就

略高于对照
。

2
.

5 追施无机氮对加工红参的影响
:

有人认

为人参施无机肥会影响红参的成货率
,

加工

过程中人参会破裂
。

就此 问题对本试验不同

试验的人参傲了加工红参的观察 ( 表 6 )
。

而晒干率最低的是试验 6
,

为单施氮试验
,

试

表 6 不同追肥对加工红参的影晌

试验号 加工人参数 (支 ) 破裂数 (支》 破裂率 ( % )

从加工情况看
,

施无机肥对加工红参的成货率没什么影响
。

而且肥料配方合理还会使成

货率提高
。

表中的处理 3 就没有破裂现象
,

这也说明不施肥的土壤中若各种营养 成 分不 相

当
,

也会使人参内的 各种有机成分含量和组成有所不同
,

因而导致其质量和加工成货率有所

不 同
。

如果根据人参的吸肥规律来调节土壤中的营养成分
,

使土壤中各种营养比例适中
,

会

有利于人参的品质与加工
。

3 小结

3
.

1 抚松县第一参场的腐殖土上追施氮磷的最佳配比为
:

N
:
P

Z
O 。

( l : 2
.

6 )
。

3
.

2 在人参上合理追施无机肥氮和磷
,

不会降低人参的晒干率
,

还有助 于晒 干率 的提高
。

3
.

3 在人参上合理追施氮和磷
,

不但不会降低红参加工的成货率
,

还会提高红参的成货率
。

3
.

4 合理追施氮和磷
,

不会使人参烂根
,

也不会降低保苗率
。

( 1 9 0 3一 0 9一 2 0收稿 )

( 上接第 53 2 页 )

党参能增强机体抵抗力与抗炎作用
,

能促进腹腔 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

对
“
虚证

”
有增强免

疫的功能 ; 而甘草也有抗炎作用
,

对
“
虚证

”
的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有增强作用

,

可抑制

变态反应
,

增强免疫功能
,

能拮抗组织胺
、

乙酞胆碱
、

慢反应物质对离体支气管平滑肌收缩

作用 〔们
。

该方 中所含的滋阴类中草药可对抗糖皮质激素反馈性抑制作用〔 5〕
。

许多临床 及实

验资料表明各种虚证患者或老年人等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免疫功能低下
,

因此对这些病人采用

补方治疗有
一

定的作用〔 6〕
。

本方 剂为临床验方
,

临床资料已表明
,

其可对症治疗外
,

尚具有扶正固本作用
。

本次试

验证明其确有镇咳
、

祛痰
、

平喘
、

消炎等作用
,

能明显增强免疫功能
,

对呼吸道常见菌均有

明显抑制作用
。

本方剂扶正固本作用可能与增强免疫功能有关
,

详尽机理仍需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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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银杏专题协调研讨会在泰兴召开

由国家科委新药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持的 “ 全国银杏专题协调研讨会
”
于 1 9 9 4年 8 月 22 一 25 日在银杏

之乡一泰兴召开
。

来自全国” 个高等院校
、

科研
、

生产单位的代表 30 余人及特邀专家 8 人参加了会议
。

与

会专家就当前银杏叶资源
、

化学
、

药理
、

制剂
、

生产及加工利用的现状作了介绍
。

各研究
、

生产单位进行

了工作交流
。

代表们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今后银杏研究开发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
。

希望科委等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
,

加强宏观调控
,

减少低水平重复
,

积极支持高层次的研究开发
,

保护

国 内市场
。

使银杏一我国特有的资源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

会议最后由专家组进行评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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