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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高效保土经济植物

芦笋的效益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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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土丘陵区旱坡地栽培芦笋
,

土壤侵蚀量较空白地 (C K : )减少 9 .3 5肠~ 9 .6 2 %
,

较谷

子地 ( C K
:

)降低 91
.

4 % ~ 93
.

1沁 ;平均每 h m ,
芦笋年纯收入 4 0 5 5

.

70 元
,

分别是陕北坡早地传

统经济作物马铃薯
、

大葱
、

向日葵
、

芝麻及籽瓜等纯收入的 .2 1 倍
、

L 4 倍
、

.5 。 倍
、

.2 4 倍和 .2 1

倍
.

以上试验品种均能适应当地生态条件
,

其中以 U C 1 57 在坡早地表现最好
,

根系发达
,

生长

茂盛
,

抗旱性较强
,

栽后 4一 5 年平均产量达 7 7 3 1 k g /h m , ,

为 M
a
叮 W

a s
h in g t o n ( C K ) 的 1

·

6

倍
。

凋萎叶较对照减少 38 %
,

一
、

二级笋占 91
.

3沁
,

是极适宜旱坡地栽培的优良品种
。

并结合早

坡地的特点研究提出了栽培管理技术措施要点
。

关键词 黄土丘陵区 芦笋 经济效益 保持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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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a e h e d 7 7 3 1 k g / h m
Z t h e f o u r t h y e a r a f t e r p la n t i n g

.

w h ie h w a s 1
.

6 t im e s h ig h e r t h a 一飞 e o n t r o l

v a r ie t y o f M
a r y w a s h i一i g t o n

.

B e s i d e s .

t h e e u
lt iv a r o f U e 1 5 7 p e r

f o r
m e d d r y r e s z s t a n t e h a r a e t e r

.

T h e r a t i o o f w i t h e r e d le a v e s w a s 3 8多石 lo w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t h e e o : , t r o l v a r ie t y
.

T h e f i r s t a ,、 d

s e e o n d g
r a d e o f A、

P a ,
一

a g u s s h o o t s w a s a s h ig h a s 9 1
.

3旦石
.

K e y w o r d s l o e s s h i l ly r e g io n ; A s
P a r a g u s ; 5 0 11 e o n s e r v a t io n ; e e o n o m i e b e n e f i:

治理开发黄土高原根本在于建立 合理的经济生态体系
,

而鉴选与利用保土经济植物则是

优化农业经济体系的核心
。

实践证明
.

在旱坡地营建乔木林难以成材
,

但却适宜多种灌木状植

物的生长
。

长期以来
,

人们曾致 力于柠条
、

狼牙刺
、

紫穗槐及某些浆果类灌木的栽培
,

但因其经

济效益较低
,

在人多地少的黄土丘陵区失去推广意义
。

针对上述问题
,

陕西省黄土高原治理研

究所从 1 9 8 6年开始
,

先后从国内外引进几十个品种的经济植物
,

对其适应性
,

经济效益及保土

效益等进行了观察研究
。

试验证明
,

芦笋 ( A sP ar a g us
o f f i c i二 115 L

.

) 为黄土丘陵区高效保土经

济植物
,

现将研究结果简述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布设在米脂县城郊乡孙家沟村 35
。

的坡旱地上
。

海拔 9 00 m
,

坡向东
,

土壤为黄绵土
,

前

茬作物谷子
。

耕层土壤含全 N 0
.

2 9 k/ g
、

全 P l
.

03 9 k/ g
、

全 K 15
.

7 g k/ g
。

当地年平均气温

8
.

4℃
,

年降雨量 4 5 1
.

6 m m
,

无霜期 16 2d
,

年 日照时数 2 7 6 0
.

g h
。

1
.

2 试验设计与调查内容

芦笋品种均由美国引进种子
,

1 9 8 7 年育苗
,

1 9 8 8 年 5 月按试验设计沿等高线开水平沟定

值
。

栽植前每 h m
Z

施磷酸二氢按 2 2 5k g 作基肥
,

以后每年春每 h m Z

一次性追 22 5k g 磷酸二氢

按
,

并在生长期进行正常管理
。

1
.

2
.

1 保土效 益观 .N] 芦笋品种用 rF
a cn illl

,

栽植密度为 0
.

33 m x l
.

2 m
,

以相邻空白地

和传统法种植的谷子地分别为 C K ,

和 C K : 。

测定土壤侵蚀量分别选取纵向长 12 m
,

横向宽 s m

(面积 60 m
“

)的隔离坡面
。

观察区内横向间距 0
.

s m
,

纵向间距 1
.

Zm 竖直插一标尺
,

共 10 。 个

点
,

按样本点统计平均值推算其单位面积土壤侵蚀模数
。

侵蚀深度样本平均值
: 。 一

青办
,

S 一 A
。

Y H

式 中
:

月 — 样本点平均侵蚀深度 ( m m ) ; N— 测点数 ; 气— 测点侵蚀深度 ( m m ) ;

S

— 观察区土壤侵蚀量 ( k g / m :
) ; A

— 观测区面积 ( m
Z
) ; Y

— 土壤容重 (表土以

1
·

2 59 / e m
3

计 )
。

通常
,

水平沟芦笋就可完全拦截其坡间的水土
,

但在降雨强度较大时有可能个别水平沟被

冲损
,

故在紧接观测区下的梯田上备有简易集流池
.

以估测水平沟被冲损时的土流失量
。

1
.

2
.

2 经济效益比较 统计试验地芦笋与对照地谷子及其它传统经济作物的产量和收

益
、

效益
。

1
.

2
.

3 品种比较试验 参试品种有 u 。 1 5 7
,

F r a n e li n ,

Id a le a ,

M a r y w a s h i n g t o n ( C K )和

U c 72
。

每品种 30 株为一小 区
,

重复 3 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株行距 0
.

33 m x 1
.

Z m
,

随后逐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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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期
、

生长情况
、

产量及抗逆性等
。

2
.

1

结果与分析

芦笋在坡旱地的生长发育特性与适应性

2
.

1
.

1 物候期 芦笋物候期的早晚与温度关系密切
。

当早春地温上升到 10 ℃
,

气温达

1 5 ℃左右
,

嫩茎开始萌发
,

气温 15 ℃ ~ 25 ℃
,

嫩茎发育最好
。

土温 18
.

5 ℃一 29
.

S C 是芦笋生长

发育适宜的温度范围
。

通过在米脂观测
,

坡旱地芦笋的采收期在 4 月上
、

中旬至 5 月中下旬
。

嫩

茎 萌发时的地温 (5 ~ 1c0 m )为 10
.

5℃旧 平均气温 1 2
.

2℃左右
。

采笋盛期的地温 1 2
.

I C一

2 0℃
,

气温 1 3
.

5 ℃ ~ 2 0
.

3℃
。

不同品种嫩茎出土迟早有差异
,

U e 1 5 7
,

F r a n e l i n 出土较早 ( 4 月 9

日 )
,

U e 7 2
,

Id a l e a 出土较晚 ( 4 月 1 5 日 )
,

M a r y w a s h i n g t o n 居中
。

生长期 1 9 5 d
。

各品种均能适

应当地的气候生态环境
,

嫩茎萌发较早者
,

更耐早春低温
,

对早上市与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有

利
。

2
.

1
.

2 地上部生长情况 芦笋定植后 2一 4 年每年秋调查地上部生长情况结果如表 1
,

可以看 出
,

株平均分枝数达 1 8
.

67 一 23
.

60 个
,

平均株高 l m 以上
,

各品种分枝数由大到小的排

列顺序为
:

Id a le a > U e l 5 7 > F r a n e li n ) U e 7 2 > M a r y w a s h i n g t o n ( C K )
。

可见芦笋的生长十分旺

盛
,

对于迅速增加地面覆盖度
,

防止雨水冲击土壤有益
。

表 l 芦笋定植后 2~ 4 年地上部平均生长情况表

品 种 平均分枝数 (个 ) 平均株高 ( m ) 平均最大茎直径 ( m m )

ld a lea 2 3
.

6 3士 7
.

8 1 1
.

2 7士 0
.

3 0 1 5
.

2 9 士 2
.

0 9

U e 1 5 7 1 9
.

8 3士 1 0
.

8 8 1
.

1 0士 0
.

2 2 1 5
.

2 4 士 2
.

2 8

F
r a n e lin 1 7

.

4 3士 5
.

5 7 1
.

2 1土 0
.

2 8 1 4
.

9 3士 1
.

8 6

U e 7 2 1 7
.

4 3士 5
.

7 7 1
.

0 6士 0
.

2 7 1 5
.

7 9士 2
.

1 1

M
a
琢 w

a s
h i n g t o n ( C K ) 1 8

.

6 7士 6
.

5 5 1
.

1 2士 0
.

2 3 1 5
.

4 8士 2
.

3 3

2
.

1
.

3 杭逆性 通过多年观察
,

芦笋各品种均能在米脂县气候条件下安全越冬
,

未表现

任何受冻害症状
。

抗旱性也较强
,

在 1 9 9 1 年 7 ~ 8 月份持续 4 d0 干旱
,

坡地和梯 田其它作物受

害严重到几乎绝收的情况下
,

芦笋枝叶虽也表现一定程度的旱害
,

但对翌年的产量影响较轻
,

仍可获得 1 0 0 9 左右的株产
。

据 7 月 25 日对土壤水分的测定结果
,

谷子地 O~ 50 c m 土层平均含

水量为 5
.

2 2 %
,

芦笋水平沟为 6
.

0 0 %
,

较常年土壤水分低 3 %
,

说 明芦笋对干旱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
。

不同品种抗旱能力的差异
,

从枯枝率调查结果 (表 2) 可以看出
.

U c 1 57 和 F ar n icl n
枯枝

率分别为 4
.

4 %和 5
.

4 %
,

低于对照的 38 %和 24
.

8 % ; U c 72
,

Ida lae d 的枯枝率 则高于对照
,

分

别为 10
.

0 %和 10
.

7 %
。

表 2 芦笋品种枯枝率调查结果

项项 目目 M
a
汀 w

a s
h in g t o n ( C K ))) U

e l 5 7 F
r a n e

ll
nnn U e 7 2 Id e 】e aaa

枯枯枝率 (肠 ))) 7
.

111 4
.

4 5
.

444 1 0
.

0 1 0
.

777

标标准误 ( S D ))) 8
.

111 7
.

2 7
.

777 5
.

6 1 1
.

000

比比魔 ( % ))) 1 0 000 6 2
.

0 7 6
.

222 1 4 1
.

2 1 5 0
.

000

2
.

1
.

4 嫩 茎产量 芦笋定植第 3 年开始采笋
.

第 4一 5 年统计产量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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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芦笋不同品种产笋且统计结果

U
e l5 7

I da
!

ea

Fa rne l in

M
a r yw

a sh ing t o n
K ( C

Ue 72

小小 区 产 量量 折每 h m
’’

比率率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量量(% ))) 111 1班 xxxxxxx

444
.

0 3 83
.

9 20 3
.

5 80 3
.

846aaa2 111 3 315 6
.

777

333
.

9 7 83
.

5 5 3 3
.

2 3 43
.

45 6aaa9 2000 1 1 41
.

111

222
.

9 5 3 7
.

0 60 3
.

79 0 3
.

5 2 7aaa
25 7111 1 3 3

.

444

222
.

9 2 82
.

5 72 8
.

49 32
.

45 6bbb20 2 6
.

555 10 0
.

000

111
.

9 6 81
.

5 72 3
.

3 4 82
.

0 2 3bbb 1 69 9
.

555 2 8
.

444

注
:

表中产量为9 19 1年
、

9 9 12 年两年平均值
。

笋级调查为9 9 2 1年一级
:

嫩茎基部直径> 1
.

9 0 C m
,

二级
:

基部直径 1
.

4 7 ~ 一 g o e m
,

三级
:

基部直径 0
.

7 5 ~ l
·

4 7 e
m

.

由表 3 可以看 出
,

不同品种的生产力水平差 异显著
,

以 U c 1 57 产量最高
,

Ida lea
.

rF
a nc l in

次之
,

平均每 h m
Z

产量分别为 3 23 kI g
,

2 9 1Ok g 和 2 7 5 k1 g
,

均显著地高于对照
,

U c 72 则低于

对照
。

这与各品种的抗逆性
、

生长情况测定结果基本吻合
,

即抗旱性强
、

生长旺盛的品种产量

高
,

反之则低
。

品质调查结果仍以 U 。 1 5 7 1
,

2 级笋率最高
,

表明该品种适宜在坡旱地种植
,

是一

个高产优质品种
。

2
.

2 芦笋的保土效益

1 9 90 年至 1 9 91 年对第 3 ~ 4 年生芦笋地土壤侵蚀量的观察结果 (表 4 )表明
,

坡旱地采用

水平沟法栽植芦笋能有效的阻止水土流失
。

1 9 90 年土壤侵蚀量分别只有 C K ,

和 C K :

的 2
·

8 %

与 6
.

0 %
。

1 9 9 1 年因 6月 7 日遭百年不遇特大暴雨 ( 30 m in 降 60 m m )袭击
,

对照地侵蚀量大幅

度增加
,

而芦笋地虽也有增加
.

但相对幅度小
,

仍显示出明显的拦水固土效果
,

侵蚀量仅为 C K I

和 C K
Z

的 6
.

5 %和 6
.

9 %
。

据测定
,

芦笋定植第 2 年 ( 1 9 8 9 年 )平均株根数 1 5 1 条
.

第 3 年达 3 96

条
,

集中分布在地表下 30
c m 土层

,

最深达 4 0 0 C m
。

可见
,

发达的根系加上水平沟措施是芦笋具

有 良好保土作用的主要原因
。

表 4 水平沟芦笋地保土效益测定结果

8 月降雨量
处 理

上…
!
l

…l。一

竺竺
一

二1 9 9 0

( m m )

1 9 0
.

8

一一一一- 斗
-

上壤侵蚀量

( k g / h m
Z )

1 9 9 1

空白 ( e K
,
)

谷子 ( C K : -

芦笋

空 白 ( C K
、

)

谷子 ( C K
:

)

芦笋

8 0 8 9 2

3 5 7 3 6

3 0 9 6

L 6 1 9 6 7

1 5 4 1 5 5

10 5 8 5

} 比率

斗一一一
一

—} 1 0 0
.

0

4 4
.

2

3
.

8

1 0 0
.

0

9 5
.

0

6
.

5

.2 3 芦笋的经济效益

以 芦笋生 长 10 年和 8 年产出为周期
.

以产量处于中间水平的 F r an c
阮 品种第 3

、

4年平均

产量作为各年 hl m
艺

产平均值
,

并按当时 ( 1 9 9 1 年 )市场价格计算
.

与梯田地几种经济作物产量

与效益比较 (表 5 )
。

可以看出
,

芦笋的经济效益最高
,

平均每 h m Z

年纯收入 4 0 50 元
,

是马铃薯

的 2
.

1倍
、

新法种葱的 1
.

4 倍
、

向日葵的 5倍
、

芝麻的 2
.

4 倍
、

籽瓜的 2
.

1倍
。

若与坡旱地上述

经济作物 比较效益将更加显著
。



第 4 期 郭春慧等
:

黄土丘陵区高效保土经济植物芦笋的效益研究

表 5 芦笋与传统经济作物效益比较表

项 目 芦笋 马铃薯

15 0 0 0

大葱 向日葵 芝 麻 籽瓜

月r二d

CJS:J
ō七O山8

. .10̀n乙OJ

O山,上O自二d

0
亡J00
“

0
月毕亡Jōb7tl6870252210470平均产量 ( k g /h m Z )

平均收入 (元h/ m Z )

成本 (元 h/ m , )

纯收人 (元 h/ m Z )

产投比

2 7 5 1

6 0 5 8

2 0 0 2

4 0 5 0

3
.

0 3

2 2 5 0 0

3
.

3 0 3
.

2 0

以乳4(89
CJUJō I4-220006

?
3112

注
:

1
.

成本费包括种苗
、

肥料费
、

人畜工费
。

每个人工 5元
,

畜工 10 元
,

二钱每 k gZ 元 ; 2
.

各类作物的收入

分别以米脂县当年售价
,

每 k g 芦笋 2
.

2 元
,

马铃薯 。
.

2元
,

向日葵 1
.

2 元
,

芝麻 3
,

5 元
.

籽瓜 3
.

5 元
。

2
.

4 社会效益评析

芦笋于春季 4 月份开始采收上市具有弥补蔬菜淡季的作用
。

国外研究报道
,

芦笋居药有蔬

菜之首
,

尤其因发现芦笋具有治疗癌症和肾结石的功效而身价倍增
,

成为国际市场享有盛名的

药用保健食品
。

芦笋嫩茎可生产加工罐头外销
,

易加工贮销
,

又可增加产值
。

还可制成芦笋粉
、

芦笋汁
、

芦

笋酱
、

芦笋泡菜
、

芦笋饮料及酸辣芦笋等
,

为提高我国人民特别是儿童的身体素质做出贡献
。

3 讨 论

1
.

治理坡旱地选用植物
,

必须达到多年生
、

抗旱
、

保土
、

高效益的基本要求
,

才能够得以发

展
。

通过首次引种芦笋
,

多年在陕北坡旱地试验观察
,

显示出在水土流失区坡旱地发展的巨大

潜 力
,

社会
、

经济
、

生态效益显著
。

这一结果与马来西亚 1 9 90 年报道在京那答鲁区栽植芦笋的

结果一致
。

达到了鉴选适宜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又具保土
、

经济效益的经济植物的试验 目的
。

2
.

芦笋的栽培周期为 10 一 15 年
。

冬季地上茎叶枯死
,

早春气温回升后抽发嫩茎
,

逐渐生长

发 育成灌木丛状
,

茎叶茂密
,

覆盖时间长
,

根系发达
.

在坡旱地采用水平沟带状栽培法 (行距

1
.

2一 1
.

s m
,

株距 0
.

巧 ~ 。
.

30 m )
,

可形成一道道密接的绿篱
,

具有显著的拦泥挂淤和早期丰产

的效果
,

是黄土丘陵区理想的高效保土植物
。

3
.

芦笋叶退化成鳞片
,

呈针状
,

茎叶表面被腊质所覆盖
,

蒸腾面小
,

耗水量少
。

根为肉质根
,

能贮存大量水分
,

可调节植株水分平衡
,

因而具有相当强的抗旱能力
。

生长期短期干旱不会造

成产量的大起大落
。

4
.

陕北 (榆林
、

延安地 区 )有 ) 25
。

陡坡旱地 46
.

3 万 h m
, ,

占总耕地面积的 21
.

3 %
,

是水土

流 失重 点地类
,

若能在 此立 地上发 展 6
.

7 万 h m
Z

芦笋
,

每平 方公里 土壤侵蚀模数可减 少

8 8 l o
.

7 8 t / ( k m
, · a )

,

6
.

7 万 h m
Z

则可减少 5 8 7
.

3 3 万 t 。

每 h m
Z

平均增加经济收入 3 0 0 0 ~

3 75 0元
,

6
.

7 万 h m
,

就可增加 2一 2
.

5 亿元的收入
。

通过芦笋的发展
,

必然带动加工等乡镇企

业的发展
,

效益将会进一步的提高
。

5
.

栽培芦笋
,

生产优质嫩茎是经济目的
,

嫩茎粗壮
、

端直
、

顶部鳞片紧裹
、

色泽正绿是优质

绿笋的标志
。

商品笋要求达到 3 级以上
,

出口笋要求达到 2 级以上
,

这就需要加强管理
,

特别是

坡旱地芦笋的综合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

针对坡旱地的特点
.

结 合我们的试验结果
.

提出以下管

理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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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选择抗旱
、

生长旺盛
,

嫩茎萌发多而早的丰产品种
,

如本试验所筛选出的 U 。 1 57 品种
。

采用雄株建园 ( 因雄株较雌株产量高 20 % ~ 25 写 )
。

( 2) 营养钵育苗移栽
。

待幼苗到 12 ~ 14 周龄时于夏
、

秋定植
,

可提早和延长芦笋的大田生

育期
,

有利于早期丰产
。

( 3) 合理密植
,

采用大行距
,

小株距的水平沟带状栽培法
。

试验证明
,

缩小株距
,

提高密度有

利于保土和早期丰产
,

然而随着栽培年限的推移
,

鳞茎盘逐渐扩大
,

鳞芽增多
,

密度较小的嫩茎

产量逐渐赶上高密度区
,

且品质略优
。

坡旱地以行距 1
.

s m
,

株距 0
.

3 ~ 0
.

4m
、

每 h m
,

栽植 1
.

8

~ .2 2 5 万株较宜
.

( 4) 重施基肥
,

以有机肥为主
,

适时追肥
,

N
,

P
,

K 肥配合施用
,

有利于高产优质
。

定植前按

预定行距沿等高线开深
、

宽各 50
c m 水平沟

,

按 h m
“ 7 50 k0 g 有机肥和 7 5 0 k g N P 复合肥量与

表土混合施于沟底
,

然后栽苗
。

盛产期每 h m
Z

需有机肥 6 0 00 一 7 50 o k g
、

尿素 3 0 0 k g
、

过磷酸钙

6 o o k g
、

氯化钾 3 0 0 k g
。

化肥分别在春季培土前
、

嫩茎采收期过后 (约 6 月上中旬 )和撒土时混合

施入
。

( 5) 及时采收
。

该地区春季因太阳辐射强
,

白天温度回升快
.

晚间温度低
。

嫩笋白天出土
.

若当天下午不采收完毕就会受冻害
。

( 6) 重视病虫害防治
.

芦笋的病害主要有茎枯病
、

褐斑病
,

可用 70 % 甲基托布津 1。。 o 倍液

或 5。%多菌灵 50 0一 60 。 倍液喷布防治
。

主要害虫为苗期害虫地老虎
、

蛾姑
、

挤蜡等
,

用 40 %乐

果乳剂和 80 %敌敌畏 1 5 0 0 倍或辛硫磷拌炒数皮诱杀
。

( 7) 植株枯萎后及时清园
。

修补水平沟
,

保持水平沟完好对芦笋生长和保持水土十分有利
。

该文曾得到朱象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

谨此致谢
。

参 考 文 献

马风桐
,

郭春慧编著
.

芦笋一高效营养保健型蔬菜
.

西安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19 94
,

l ~ 78

朱象三
,

鲁向平主编
.

黄土丘陵区保土经济植物的开发利用研究
.

西安
:

西安地图出版社
,
1 9 93

,
l ~ 20

I
u

h B 5
.

F ur it a dn
v e g e t a b l e p r

co ess i
n g m e t h司

5
.

U
n iv e r s i t y o

f G
a

li fo nr ia

eD p a rt m e n t of F cx 记 cs ie n e e a n
d

T ce h n o
lgo y

,
1 9 8 8

U n
i

v e r s it v o f e a lifo nr i
a

.

sA p a r a R u s p r

do
u e t io n

i
n e a

li f
o r n ia

.

肠
v i s io n o f A g ir

e u lt u r a l cs i
e n e e s

.

1 9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