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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海藻提取物在中草药当归(angelica)上进行喷施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在当归生长期

对其施用不同浓度的海藻提取物均可明显增加当归产量，提高等级，降低病级，并对当归的生

长发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以500倍稀释液的海藻提取物处理效果最为明显，其隶属函

数值和最大，对当归的综合效应最为明显。该试验为海藻提取物的综合利用提供了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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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是生长在海洋中的低等光和营养植物，是海

洋有机物的原始生产者。由于海藻是生长在海洋环境

中，因此含有许多陆生植物不可比拟的营养成分。通

过使用不同提取技术获得的海藻提取物含有丰富的

氨基酸、矿物质、多糖、维生素及生物活性物质，对农

作物具有增产、抗逆、提高品质等功效U -41。作者验证

了不同浓度海藻提取物在中草药当归上的应用效果，

为生产海藻提取物农用肥料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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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海藻提取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提供。供试作物为当归，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提

供为甘肃省定西市地方品种。

1.2 方法

    试验设在甘肃省定西眠县十里乡。试验采用随

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区面积30 m2。栽植方式采用

地膜全生育期覆盖栽培，行距30二，株距25二。试验

设3个处理，处理1:海藻提取物300倍稀释液;处理

2:海藻提取物500倍稀释液;处理3:海藻提取物800

倍稀释液。以同期喷施等量清水为对照(CK)。在当归

5叶期第一次喷施，以后每隔15d喷施一次，共喷施3

次，每小区每次喷施稀释液体积为3 kg。采收时测量

各处理和对照的相关指标，并以各个指标的隶属函数

值和作为衡量各处理对当归的综合效应值。隶属函数

值和隶属函数值和的计算方法〔s见公式(1)一(3)0

    式中x。表示1处理J指标的隶属函数值 X}表示

I处理J指标的测定值戈。公和凡。。分别表示各处理

中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的测定低 x、为I处理的隶属

函数和。由于病级与抗病性呈负相羌 计算抗旱隶属

m数值时用(2)式，其他指标计算时用(1)式。

2 结果分析

2.1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产量的影响
    对试验结果(表1)进行显著性检验[[61。结果表

明，处理间F= 15.53**> F o .o, = 9. 78,说明不同处

理间存在差异显著性 (F = 15.53是实际测定值，

Fo.m=9.78是标准值，如果实际测定值大于标准值说

明差异显著，反之则不存在差异显著性，**表示差

异极显著)。各处理对当归的增产幅度依次为海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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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产f的影响

Tab. 1  The effect of seaweed extract to angelica yield

处理 产量(kg) 差异显著性

T n 班

平均产量

  (kg)

增产率

  (%)

30.3

29.4

28.7

27.7

32.2      31.6

31.8      30.2

31.0      29.7

30.7      27.8

27.1

26.3

25.4

24.6

9.4

6.1

3.6
2
3
CK

注:表中含有相同字母的表示存在差异显著性，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取物500倍稀释液、海藻提取物300倍稀释液、海藻

提取物800倍稀释液，增产率分别为9.4%, 6.1%和

3.6%。为了评价处理间增产的真实差异，用SSR法{6]

测验表明:喷施海藻提取物500倍稀释液和300倍稀

释液的处理与对照之间达极显著水平，但两者之间差

异不显著;喷施海藻提取物800倍稀释液与对照差异

显著但未达到极显著水平。

2.2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等级的影响

    当归等级是衡量当归商品价值的重要指标。侧

根数)10条/株、芦头茎粗>,2. 5 cm、根长>20. 0 cm

的为一级品，侧根数)8条/株、芦头茎粗>2. 0二、根

长妻18.0二的为二级品。结果表明，当归喷施海藻

提取物后一、二级比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喷施

海藻提取物500倍稀释液处理的一级比率最高，达到

34.3%，二级比率为16.4%，分别较对照(清水处理)

提高36.1%和33.3%;喷施海藻提取物300倍稀释液

和800倍稀释液后当归的一级比率达到 31.3%和

32.8%，较对照分别提高24.2%和30.2%，二级比率

达到17.8%和15.3%，较对照提高44.7%和24.4%,

说明喷施不同浓度的海藻提取物均能提高当归的商

品率。

2.3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杭病性的影响

    抗病性分为4级:0级全株无病叶，1级病叶占

1/5,2级病叶占2/5,3级病叶3/5以上，以10株平均

值作为相应处理的病级值。试验结果表明，喷施不同

处理的海藻提取物后均可降低当归的病级指数，其中

喷施300倍稀释液处理病级最低为0.85，较对照(清

水处理)降低12.4%，其次为喷施800倍稀释液处理，

为0.92，较对照降低5.2%，降低最小的为喷施500倍

稀释液处理，达到0.95，较对照降低2.1%，说明不同

处理均不同程度降低了当归的病级指数。

2.4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形态指标的影响
    各项指标的测定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不同处

理增加当归株高0.57% - 1.15%、绿叶5.35%一

10.7%、叶色3.51%一5.26%，侧根数35.34%一

62.93%、芦头茎粗17.86%一32.14%、根长1.29%一

5.58%0

2.5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隶属函数值的影响

表2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形态指标的影响

Tab. 2  The effect of seaweed extract to angelica form

til下       A厂万CK  WtV   -~7 CK  UtO- "一   -~7 CK 厕琅 写CK   Y 一一5下K一    IF百 -
    (Cm) 比较 (片/株) 比较 比较 数” 比较 茎粗 比较 (Cm) 比较

          (士%) (士%) (士%) (条/株) (士%) (Cm) (士%) (圭毁)
  1    35.2   1.15       5.9     5.35   1.80    5.26      15.7      35.34      3.3      17.86    23.6   1.29

  2    35.1   0.86     6.2     10.7   1.75      2.34      16.6      43.10      3.7      32.14    24.6   5.58

  3    35.0   0.57     6.1     10.7   1.77    3.51      18.9      62.93      3.4      21.43    23.8   2.15

  CK 34.8            5.6             1.71                11.6                  2.8                23.3

注:，叶色分为3级，1级淡绿;2级绿色;;3级深绿;表中数据为10株平均值;，，侧根数指)2mm的侧根数量。

    对各处理和对照的各项指标求隶属函数值!41

将各项指标的隶属函数值进行加和，所得值作为综合

衡量各处理对当归的综合效应指标(表3)。分析结果

显示，3个处理的隶属函数值和均大于对照，其中以

施用500倍稀释液处理对当归的隶属函数值和影响

最大，其次为300倍稀释液，影响最小的是800倍稀

释液，因此，在生产上以500倍稀释液处理当归较为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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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海藻提取物对当归隶属函数值的影响

Tab. 3  The influence of seaweed extract on angelica subordination math function

等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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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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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0      0      0       0         0         0         U   U          U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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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试验表明，不同浓度的海藻提取物均明显提高当

归产量和等级，降低病级，并对当归的生长发育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以500倍稀释液的效果最为明

显，其隶属函数值和最大，综合排序为1，说明在当归

上施用海藻提取物以500倍稀释液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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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tracts of marine algae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were sprayed on Chinese herbal angelica during growth
seas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tracts from marine algae could clearly enhance the angelica yield,

improve quality, and reduce disease, Tests showed that the 500一time dilution was the best concentration, in which the

overrall effects on angelica was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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