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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型金银花中银一号套种栽培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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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树型金银花中银一号与花生 、大豆及甘蓝套种 ,采取金银花+花生+甘蓝 、金银花+大豆+

甘蓝 2种模式 ,以不同幅宽种植套种作物 。结果表明 ,江汉平原种植中银一号 ,行间套种花生 ,金银

花与花生的间距为 90 cm ,可以显著提高经济效益 ,每公顷效益达 100 416.70元;在金银花行间套

种大豆不能显著提高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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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 o intercrop models (honey suckle +peanut +cabbage and honeysuckle +soybean +

cabbage)w ith four dif fe rent row spacing w ere com par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ed the eco-

nomic ef ficiency w as improved signif icantly in Jianghan plain w hen tree honeysuckle intercropped

wi th peanut at 90 cm space betw een them (reached to 100 416.70 Yuan per ha),but not fo r t ree

honeysuckle interplanting w ith soy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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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 、多年生 、半常绿木本植

物 ,别名二花 、双花等 ,是我国名贵的中药材 , 始载

于《肘后备急方》 ,有着悠久的药用历史 ,在《名医别

录》中被列为上品
[ 1]
。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 、凉散风

热的功效 ,用于治疗温病发热 、风热感冒 、咽喉肿痛 、

肺炎 、丹毒 、蜂窝状组织炎 、痢疾等多种疾病[ 2] ,由于

其清热解毒效果显著 ,并有降血压延缓衰老等作用 ,

因此 ,被誉为“中药抗生素” , “长生不老药” ,作为一

种常用 、大宗的中药材 , 金银花具有大量的市场需

求[ 3] ,金银花的生产和开发也越来越引人关注。

中银一号为树型金银花 ,是荆门职业技术学院

在七里湖金银花种植基地 ,用湖北本地金银花与野

生芽变品系杂交 ,培育而成的新品种 。本试验研究

了树型金银花中银一号与花生 、大豆套种高产高效

的立体栽培模式 ,旨在为中银一号的大面积推广提

供技术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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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 3年生树型金银花中银一号 ,套种

花生品种为天府 11号 ,大豆品种为鄂豆六号 。

1.2　试验方法

试验从 2005年 3月至 2006年 2月在地处江汉

平原的钟祥七里湖(沙洋农场劳教所一分所)进行 ,

在金银花行间套种了花生 、大豆 , 每小区面积

67.2 m
2
,3行金银花 ,每行 5 株 , 金银花株行距为

1.4 m×3.2 m 。套种作物设 1 m(Ⅰ)、1.4 m(Ⅱ)、

1.8 m(Ⅲ)、2 .2 m(Ⅳ)4种幅宽 ,作物套种 3行 ,共 2

个区组 ,每区组 4个小区 ,2个对照小区(Ⅴ)不进行

套种 ,共 10个小区。金银花和套种作物收获后 ,金

银花行间再套种一茬商品名为环球之 星的

甘蓝 。　　

2　结果与分析

2.1　金银花与花生套种

金银花与花生套种产量 、产值和效益见表 1。

与对照相比 ,在行距为 3 .2 m 的金银花行间套种花

生 ,套种花生幅宽Ⅰ和 Ⅱ对金银花产量没有显著影

响;套种幅宽 Ⅲ和Ⅳ分别造成金银花产量减少6 .0%

和 6.4%,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根据田间调查 ,花

生旺盛生长期平均藤蔓长度为 40 cm 左右 ,对金银

花存在一定程度的养分竞争 。从金银花产量构成分

析 ,导致产量下降的也是第 2 , 3 ,4和 5茬的采花量。

从表 1也可以看出 ,套种花生的产量 ,因密度 、

管理措施相同 ,产量随幅宽增加而提高 。套种花生

的产值都比对照要高 , Ⅰ , Ⅱ与对照相比 ,差异达到

极显著水平;Ⅲ , Ⅳ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 。结合生

产成本投入(表 2),金银花+花生的收益情况为套

种 Ⅰ , Ⅱ优于对照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金银花采

收后 ,再套种一茬甘蓝 。综合表 1和表 2可知 ,金银

花+花生+甘蓝种植模式 ,总产值和总收益排序为

Ⅱ>Ⅰ >Ⅲ>Ⅳ>Ⅴ。

　　在试验过程中 ,金银花采收费用为 4 元/kg ,如

不计劳动力成本 ,金银花+花生+甘蓝种植模式的

收益更为可观 ,行间套种 1.4 m 幅宽的花生 ,每公顷

效益为 157812.52元。由以上分析得出 ,江汉平原

种植中银一号 ,金银花与花生的间距以 90 cm(幅宽

1.4 m)为宜 ,既可确保金银花的产量 ,又有利于花生

增收 ,充分发挥作物间的相互优势和提高土地利用

率 ,获取最大效益 。

表 1　金银花+花生+甘蓝种植模式产值效益

套种幅宽
金银花产量

(kg/ h m2)

花生产量

(kg/ hm2)

金银花+花生产值

(元/ h m2)

金银花+花生收益

(元/ hm2)

金银花+花生+甘蓝

总产值(元/ hm2)

金银花+花生+甘蓝

总收益(元/ hm2)

Ⅰ 11 735.42aA 1 979.17dD 150 610.12aAB 90 699.40aAB 163 288.69aAB 99 627.98aAB

Ⅱ 11 795.38aA 2 395.83cC 152 767.86aA 91 488.10aA 166 696.43aA 100 416.70aA

Ⅲ 11 089.73bB 3 065.48bB 146 562.50bBC 87 113.10b BC 160 491.07bB 96 056.56bBC

Ⅳ 11 046.73bB 3 303.57aA 146 875.00bBC 86 488.10b BC 160 403.57bB 95 016.68bC

对照 11 801.64aA 0.00eE 144 241.07bC 86 860.12bC 144 241.07cC 86 860.13cD

表 2　金银花+花生+甘蓝种植模式生产成本投入 (元/ hm2)

套种幅宽
金银花采收

加工人工费
肥料 、农药

常规管理

人 工费

金 银花

合计开支

套种花生

管理 费

花生种子

肥料 等

套种花生

合计投入

甘蓝种子

肥 料等

甘　蓝
管理费

甘　蓝
合计投入

总投入

Ⅰ 48 035.71 5 580.36 2 232.14 55 848.21 1 755.95 1 056.55 2 812.50 1 830.36 3 169.64 5 000.00 63 660.71

Ⅱ 49 538.68 5 580.36 2 232.14 57 351.18 2 455.36 1 473.21 3 928.57 1 830.36 3 169.64 5 000.00 66 279.75

Ⅲ 46 577.37 5 580.36 2 232.14 54 389.87 3 169.64 1 904.76 5 074.40 1 830.36 3 169.64 5 000.00 64 464.27

Ⅳ 46 398.80 5 580.36 2 232.14 54 211.30 3 869.05 2 321.43 6 190.48 1 830.36 3 169.64 5 000.00 65 401.78

对照 49 568.44 5 580.36 2 232.14 57 380.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7 380.94

2.2　金银花与大豆套种

金银花与大豆套种产值效益情况见表 3。金银

花行间套种大豆 ,可不同程度的降低金银花的产量 ,

与对照相比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且Ⅲ , Ⅳ差异达到

极显著水平。从金银花+大豆的产值和收益情况

看 ,对照水平最高 ,套种大豆没有优势。根据田间调

查 ,大豆生长旺期株高平均为 75 cm ,与金银花的生

长在营养和环境方面都形成了较大的竞争 ,对金银

花产量影响较大。由表 3可以看出 ,大豆的产量最

高的只有 1889.88 kg/hm2 , 大豆的销售价为 3.5

元/kg ,与金银花的价格相比 ,差价太大 ,大豆收入

不能弥补金银花的减收 ,导致收益降低。可见 ,在中

银一号行间套种大豆 ,并不能提高产值效益 ,这种模

式不适宜在江汉平原种植。 (下转第 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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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株产量和营养品质相对差于果形圆形和近圆形

的品系。

公共因子 1与 2的相关性揭示了无限性生长型

番茄植株向上生长(结果初期株高)与横向伸展和果

实水分积累的矛盾 ,表现为结果初期株高生长速率

较快的品系 ,开展度较小 、果实较小 、果实水分积累

较少 。

公共因子 1与 3的相关性揭示了植株生长速率

与果实耐储性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小果型品系生长

速率较快 、果实较小 ,而果实营养品质中糖酸比含量

相对高于大果型 ,耐储性较好于大果型 ,也说明产量

高和果实营养品质高 2个性状在同一类型品系中不

可兼得。

公共因子 2与 3的相关性揭示横向伸展与果实

耐储性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开展度大的品系 ,抑制了

向上生长 ,水分向果实输送的多 ,果实水分含量高 ,

果实的耐储性下降(变质率高)。

公共因子 4较独立 ,说明果实形状的决定因子

较为独立作用 ,受其他因子干扰小 ,表现为品系的果

实形状这一性状很稳定 ,是品系固有的特性。

果实营养品质的维生素 C 、可溶性固形物 、糖酸

比 、有机酸 、水分含量 、干物质含量 6个番茄果实营

养品质性状 ,在 4个公共因子上均有一定的载荷 ,说

明营养品质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复杂的。

应用统计分析方法探明的多性状之间的关系 ,

可以捕捉到多基因作用的信息 ,每个性状均是多种

因素作用的结果 ,以此作为遗传育种学和生理学研

究的前导 ,其内在的机理可由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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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金银花+大豆+甘蓝种植模式产值效益统计分析

套种幅宽
金银花产量

(kg/ hm2)
大豆产量

(kg/ hm2)
金银花+大豆产值

(元/ hm2)
金银花+大豆收益

(元/ hm 2)

Ⅰ 11 458.63bA 1 041.67dC 143 720.2aA 87 053.56aA

Ⅱ 11 143.9cAB 1 473.21cB 141 383.9abA 85 744.03aA

Ⅲ 10 997.62cB 1 726.19bA 140 431.5b AB 85 119.03aAB

Ⅳ 10 581.84dC 1 889.88aA 135 952.4cB 82 113.08bB

对照 11 801.64aA 0eD 144 241.0aA 86 860.11aA

3　结论

江汉平原种植金银花中银一号 ,在行间套种花

生比套种大豆更适宜 ,金银花+花生+甘蓝种植模

式的金银花与花生的间距以 90 cm 为宜 ,即套种花

生幅宽 1.4 m ,每公顷效益达 100 416.70元 ,不计劳

动力成本 ,效益高达 157812.52元/hm2 ,十分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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