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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葱林下栽培技术研究


曾　雷　　何春梅　　徐巧林　　张　弘　　王洪峰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２０）

摘要　对红葱开展施肥、覆盖及密度试验，结果表明，施用菇渣肥红葱的重量比施有机肥高；覆盖黑膜比
覆盖稻秆栽培的效益更好。在不同的林种结构和不同的立地条件下，种植密度对红葱重量有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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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葱（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ｉｎｅｂｕｌｂｏｓａ）为鸢尾科（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红葱属（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ｉｎｅ）植物，别名小红葱；多年生草本，鳞茎
卵圆形，直径约２．５ｃｍ，鳞片肥厚，紫红色，无膜质包被；叶宽披针形或宽条形，长２５～４０ｃｍ，宽１．２～２．０
ｃｍ，花期６月；原产西印度群岛，现在我国云南各地栽培［１］。红葱主要成分为萘醌衍生物及其葡萄糖苷，其

中以异红葱乙素、红葱乙素、红葱甲素为最［２４］。有文献报道，红葱提取物具有抗人体肿瘤细胞活性、降低血

糖和保护胃黏膜等作用［５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养生保健的中药材需求量呈递增趋势［８］，开展红

葱的林下栽培技术研究，对于推动红葱产业的发展、提高林下栽培经济收益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东省四会市大南山的广东林木种质资源库内，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１２°４５′、北纬２３°２０′；属南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２１．８℃，绝对最高温３８．１℃，绝对最低温０℃；年降水量１６９４ｍｍ；林地土壤为山
地赤红壤。

在种质资源库内的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林、油楠（Ｓｉｎｄｏｒａｇｌａｂｒａ）林、闽楠（Ｐｈｏｅｂｅｂｏｕｒｎｅｉ）林和红锥（Ｃａｓ
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ｈｙｓｔｒｉｘ）林下设置试验地。桉树林为１ａ生萌芽林，萌芽条的密度为３００株／ｈｍ２，平均树高 ７．５ｍ，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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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３．２ｍ；油楠林株行距为 ４．０ｍ×１．５ｍ，平均树高 １．５ｍ，冠幅 ２．４ｍ；闽楠林株行距为 ４ｍ×２ｍ，平均树
高 ２．２ｍ，冠幅 １．６ｍ；红锥林株行距为 ４ｍ×２ｍ，平均树高 ２．５ｍ，冠幅 ２．２ｍ。
１．２　试验材料

挑选大小一致的单个红葱头为种球。由于红葱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在肥料的选择上，侧重于适合红葱高

产栽培的有机物料，如使用菇渣肥，即菇渣（主要成分为玉米芯、棉籽壳、木糠）和钙镁磷肥（含Ｐ２Ｏ５１５％）按
１∶１（重量比）比例混匀后使用［９］。菇渣肥供应商为广东省增城先科农业有限公司；钙镁磷肥供应商为当阳

星光磷化有限公司；有机肥供应商为广东省广州市荣野肥料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整地　清除地表杂灌后，环山开挖条带；条带宽度为 １００ｃｍ，长度视山形而定。在条带上起宽６０
ｃｍ、高２０ｃｍ的种植垄，垄中间开挖宽２０ｃｍ、深１５ｃｍ的施肥沟。
１．３．２　施肥试验　在桉树林下开展，以菇渣肥和有机肥为试验因子。处理一施用菇渣肥为底肥，处理二施
用有机肥为底肥，其他栽培措施保持一致。每个处理条带长度为 ５００ｍ，每个处理３次重复。按照２ｋｇ／ｍ
的用量将试验肥料放入施肥沟内，回土，于２０１３年４月栽植红葱种球，株行距 ３０ｃｍ×３０ｃｍ。栽植８个月
后，在每个重复中随机拔出５００株红葱，切掉地上部分，洗净后置于室内阴晾１个月，然后取出称重。
１．３．３　覆盖试验　在桉树林下开展，以黑色地膜和稻秆为覆盖物。以２ｋｇ／ｍ的用量施入菇渣肥，然后回土
待种。处理一为覆盖稻秆后栽植；处理二为覆盖黑色地膜后再挖孔栽植。每个处理条带长度为１００ｍ，３次
重复，于２０１３年４月栽植，株行距３０ｃｍ×３０ｃｍ。栽植８个月后，在每个重复中随机拔出１００株红葱，洗净
后置于室内阴晾１个月，然后取出称重。
１．３．４　密度试验　分别在桉树林、油楠林、闽楠林和红锥林下布置红葱栽培密度试验。以２ｋｇ／ｍ的用量施
入菇渣肥，然后回土、覆盖地膜，待种。处理一株行距为２０ｃｍ×２０ｃｍ；处理二株行距为３０ｃｍ×３０ｃｍ；处理
三株行距为４０ｃｍ×４０ｃｍ。每个处理条带长度为１００ｍ，每个处理３次重复，于２０１３年４月栽植。栽植８个
月后，在每个重复中随机拔出１００株红葱，洗净后置于室内阴晾１个月，然后取出秤重。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ＤＰＳ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施肥效果分析
由表１可知，施用菇渣肥为底肥，红葱的平均重量为２０．１７ｇ／个，施用有机肥为底肥，平均重量为１８．２０

ｇ／个，施用有机肥的红葱产量是菇渣肥的９０．２３％，２个施肥处理间无明显差异。

表１　不同施肥量和覆盖物处理的红葱重量　　　　　　　　　 ｇ／个

试验类型 处理 重复１ 重复２ 重复３ 平均值

施肥 一（菇渣肥） １８．６０ １９．２０ ２２．７０ ２０．１７
二（有机肥） １８．２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９０ １８．２０

覆盖 一（盖稻秆） １２．４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６０ １３．７０
二（盖黑膜） １５．８０ １６．５０ １４．４０ １５．５７

２．２　覆盖效果分析
由表１可知，覆盖稻秆的红葱平均重量为１３．７０ｇ／个，覆盖黑色地膜的为１５．５７ｇ／个，覆盖稻秆的红葱

重量是覆盖黑色地膜的８７．９９％。
２．３　不同林种下不同种植密度效果分析

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桉树林、油楠林和红椎林下的红葱重量在处理间差异不显著，闽楠林下

的红葱重量在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２）。由表３可知，不同林种之间，以桉树林下栽植的红葱重量
最大，３个处理的变幅为１８．６２～２０．２８ｇ／个；红锥林下栽植的红葱重量最小，３个处理的变幅为７．２４～８．２４
ｇ／个。同一林种内，不同处理间比较可知，桉树、油楠和红锥林下以不同密度栽植的红葱重量差异不明显，在
闽楠林下栽植，处理三的红葱重量显著高于其余２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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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闽楠林下红葱单个重量方差分析表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区组间 ２ ２ １ ０ ０．９９９５
处理间 ７２７２２．６６６７ ２ ３６３６１．３３３３ １６．８３５ ０．０１１３
误差 ８６３９．３３３３ ４ ２１５９．８３３３
总变异 ８１３６４ ８

表３　不同林种下不同栽培密度的红葱重量　　　　　　　　　ｇ／个

林种 处理一 处理二 处理三 林种 处理一 处理二 处理三

桉树 １８．６２ １９．６７ ２０．２８ 闽楠 ７．１２ｂ ７．３１ｂ ９．１１ａ

油楠 １５．５１ １５．３３ １４．９２ 红锥 ８．２４ ７．２４ ７．２６

　　注：表中闽楠３个处理红葱重量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

３　结论与讨论

广东省有 ５０个山区县，山区人口达 ３２３９．５８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３１．４３％ ，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仅占
全省的１１．５７％，人均 ＧＤＰ仅相当于珠江三角洲平均水平的１／５［１０］，因此如何带动山区人口脱贫致富是广
东省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广东省现有林地面积达到１０７２．４４万ｈｍ２［１１］，发展林下经济具备广阔的
空间。红葱在桉树林下的栽培密度可达５．５５万株／ｈｍ２，单株干重可达到１９．２ｇ，产量达到１０８３．６ｋｇ／ｈｍ２；
根据广州白云华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价格，红葱干粉为６０元／ｋｇ，产值达到６．５万元／ｈｍ２。因此，种
植红葱具有较好的经济收益，发动村民开展红葱林下种植是带动广大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一条可行之路。

在不同的林种结构和不同的立地条件下，红葱的产量最高为１１２５．６ｋｇ／ｈｍ２，最低为３９５．１ｋｇ／ｈｍ２，差
别很大。不同的药材喜好不同的气候、土壤和林下环境［１２］，因此在林下药用植物的栽培中，立地的选择非常

重要，应根据品种特性选择合适的种植区域。在红葱的林下栽培中，还需结合山地坡度、坡向以及林木郁闭

度［１３］、土壤养分作进一步的研究。

林下栽培通常遇到地形复杂、杂草较多、作业难度大等问题。在栽培中，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的物资成本

和劳动力成本，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在杂草的控制上，可以采取铺盖黑色地膜或稻杆，在浇灌

上，可以采用安装自动喷淋管道等技术措施以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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