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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豆生长发育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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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 9 62到1 9 6 4年曾在陕西省武功旱原对 白花莞豆 ( P i s u m s a t i v u m ) 和紫花莞豆 ( P i s u m

a r ve ns e ) 进行了分期播种
。

不同播期的生育总天数差别很大
,

早秋播种的 2 68 天
,

春播

的仅 1 20 天
,

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现蕾前的营养生
一

长期间
。

n 月中旬以后播的年前只萌发

不出土
。

越冬前出苗生长的植株在越冬时主茎 3
、

4节以上的枝叶枯死
,

翌年春由存活节的

叶腋腋芽长出分枝
,

基部第 1
、

2节分枝能力最强
。

秋季
、

春季是莞豆很系生
一

民的主要时期
。

莞豆的叶面系数超过 5 时就会引起下部蔓叶荫蔽而导致枯黄
,

净同化率严 卞下降
,

以至出

现负值
。

白花莞豆耐寒性稍差
,

但在适宜条件下生长快
,

单株荚数多
,

千粒重高
,

丰产性

状优于紫花莞豆
。

莞豆是陕西渭北旱原传统养地作物之一
,

也是优 良的精饲料
,

群众素有栽培经验
,

我们通过分期播种
,

研究莞豆在武功旱原气候条件下生长发育的某些特性
。

一
、

试验经过与方法

试验于 1 9 6 2年秋至 1 9 6 4年夏在本院农 作一站进行
。

当地属头道原旱地
,

海拔 5 03 米
,

年平均气温 1 3
.

5℃
, 1月份平均气温 一 0

.

7℃ ,

年平均降水量 6 1 3
.

3毫米
。

土层为深厚的黄

土母质
,

土类属楼土
, p H值 7一 s

。

采用紫花莞豆 ( p i s u m a r v e n s e ) 和 白花莞豆 ( p i s u m

s a t i v u m ) 两个栽培种
。

1 9 6 2一 6 3年
,

由 9月 2 0日起至 1 2月 1 0日
,

每隔 1 0天播种 i 期
,

早春

2月2 0 日播种 1期
,

共 10 期
。

分别在大田及网室两处播种
,

大田小区面 积 3 0 x s平 方 市 尺

( O
。

0 2 5亩 )
, 5行区 ; 网室小区面积 8 又 3平方市尺

, 3行区
。

行距皆1市尺
,

无重复
。

大 田

播种量折合每亩 20 市斤
; 网室按株距 1市寸点播

。

另作紫花莞豆盆栽试验
,

摆在同一网室

内
,

播期处理 同前
,

每盆定苗 10 株
, 3个重复

, 1
、

2重 复供分期冲根
,

第 3重复供观察记载
和产量分析

。

大田
、

网室岌盆栽的土壤肥力中上
。

1 9 6 3一 64 年
,

大田 由9月15 日开始
,

每隔 10 天播种 1期
,

至 12 月15 日共播 10 期
,

翌春

3月 7 日
、

2 7日又播两期
,

共 12 期
。

小区面积及行数同上年
。

播种量
:

紫花莞豆每亩 16 市

斤
,

白花莞豆每亩 1 9
.

6市斤
,

条播
。

4个重复
。

网室内盆栽试验分 9月15 日
、

9 月 26 日
、

10 月 5日
、
1 1月 1 5 日

、
1 2月1 5 日和 3月 7 日 6个播期

,

5个重复
, 1一 或重 复供分期冲根

,

第 5重复

注
,

参加 此项研究工作的还有农作 一站 田锡爵和马爱荣 同志
, 气象资料摘抄 自武功气象站

. 本文外文摘要承路

逛生副攀探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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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观察记载及产量分析
。

1 9 6 2年 9月上旬到 1 9 6 3年6 月中旬
,

气温由旬平均 2 2
.

2℃逐渐下降
,

至 1 月份最冷
,

月

平均为 一 5
.

6℃
,

绝对最低 一 1 1
.

7℃
。

由翌年 2月起
,

气温回升
,

至 6月中 旬 达 2 5
.

5℃
。

10 厘米深度的地温
,

入冬后渐降
, 1月中旬最低

,

达到 一 0
.

2 7℃
,

在此前后
,

旬平均 皆在

。℃ 以上
。

降水情况
,

9至 n 月
,

雨雪多
,

分布均匀
,

每句都有降水
,

其问降水总量 1 90 余毫米
。

因此
,

各期播种后
,

发芽出上未受缺墒的限制
。

12 月中旬以后至翌年 2月底
,

未降雨雪
,

为干冷气候条件
。

3月以后
,

雨量渐多
, 4至 5 月

,

为阴雨连绵的春涝气候
。

1 96 3年 9月至 1 9 6 4年 6月
,

气温变化大体同上年
。

唯最冷时期延迟至 2月
,

月平均气温

一 3
.

。℃ ,

绝对最低 一 1 1
.

0℃
。

降水情况
,

是秋涝和春涝的特点
。

5 月份
,

田问湿度过大
,

冬前播种的各期蔓叶
一

徒
一

氏郁蔽
,

导致斜纹夜蛾的幼虫为害较重
,

使 5月15 日以后的试验资

料受到较大影 响
。

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 不同播期对生育期的影响

从两年的试验结果看出
,

在土壤湿度适宜的情况下
,

温度是影响发 芽出苗速度 的主

要 因素
。

g 月中旬播的
,

气温一般接近 20 ℃ ,

约经 4一 6天出苗
。

随着温度的降低
,

出苗速

度 变
`

漫
。

10 月底以前各播 期
,

6天到半个 月左右出苗
;

n 月上旬播的经半月至 1月以上出

苗
,

n 月中旬以后至 12 月底播的
,

发芽出苗最慢
,

需经 2一 3月
,

最长的达 1 03 天
。

其中临

冬播种者
,

种子在土壤内可以吸水萌动
,

并缓慢地进行扎根
,

幼芽基本上不生长
,

待翌

年早春气温回升之后
,

才开始出苗
。

说明在土壤温度接近。℃ 的情况下
,

莞豆种子可以缓

慢萌发扎根
,

但不能出苗
。

春季 2月下旬至 3月上旬播的约经半月至 1月即可出苗
。

3月下

旬播的
, 8天左左即可出苗

。

随着播期的延后
,

各期的现蕾
、

开花及成熟期都有所延后
,

至 6月上
、

中旬先后达到

成熟期
。

_

从总生育天数来看
, 9月 18 日播的为 26 8天

,

随着播 期的延迟
,

各处理 的总生育天数渐

少
,

至春季 2月 20 日播的仅为 12 0天
。

这种差别主要在现蕾前的营养生长阶段
。
9月中旬播

的出苗至现蕾需经 2 00 天以上
,

春播的仅需 51 一 52 天
。

各处理 由现蕾到开花的天数为 8一

17 天
,

由开花到成熟经历 28 一 40 天
,

总的趋势是由现蕾起晚播的加快发育速度 (见表 1 )
。

紫花莞豆在发芽出土时耐低温的能力较 白花莞豆略强
,

在秋播温度较高的情况下
,

两个品种出苗期相差不大
。

在临冬播种的各期
,

出苗期相差较大
,

紫花莞豆早 1一 9天
。

其他各生育期无甚差异
。

(二 ) 分枝习性和茎蔓的消长变化
_

一 .

莞豆出苗后
,

在主茎生长的同时
,

两个退化卜卜的叶腋间即分化出分枝幼芽
,

但长 出分

枝的时间早晚因播期和品种而异
。

早秋播种的多在出苗后 4一 5天开始长分枝
,

晚播 的分枝

生长较早
,

一般在出苗后 2一 3天即开始长分枝
。

这与主茎的生长势恰相反
,

早播 的出苗

后主茎生长势强
,

分枝生长势相对较弱
; 晚播的出苗后分枝生长势强

,

主茎生长势相对

较弱
。

从品种看
,

紫花莞豆的分枝开始期略早
。

1 9 6 2年 12 月 5 日调查测定
,

紫花莞豆 9月

18 日播的单株平均一级分技7 , 1个
,

立级分枝 5
.

9个
,
而自花莞豆分别为 6

.

4个和 3
.

3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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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莞豆不同播期对生育期的影响 ( 1 9 6 2一 63
,

大 田 )

播播种期期 品品 出苗期期 播种种 现蕾期期 出苗苗 开花期期 现蕾蕾 成熟期期 开花花 播种种
,,

月 / 日日 种种 (月/日 ))) 至至 ( 月 / 日)))
之 了了

(月 / 日))) 获获 (月 / 日))) 至至 至至

出出出出出苗苗苗 现蕾蕾蕾 开花花花 成熟熟 成熟熟

(((((((((天数 ))))) (天数 ))))) (天数 ))))) (天数 ))) (天数 )))

999 / 1 888 紫

………
。 / 2 4

………
6 ;;; 4 / 2 22222 5 / 777 1 555 6 / 1 333 3 777 2 6 888

白白白白 9 / 2 444 666 4 / 2 333 2 111111 1 777 6 / 1 333 3 444 2 6 888

999 / 3 000 紫紫 1 0 / 666 666 4 / 2 222 1 9 888 5 / 777 1 555 6 / 1 333 3 777 2 5 666

白白白白 1 0 / 777 777 4 / 2 333 1 9 888 5 / 1 000 1 777 6 / 1 333 3 444 2 5 666

111 0八 OOO 紫紫 1 0 / 1 888

…
888 4 / 2 333 1 8 777 5 / 888 1 555 6 / 1 777 4 000 2 5 000

白白白白 1 0 / 1 999 999 4 / 2 555 1 8 888 5 / 999 1 444 6 / 1 555 3 777 2 4 888

111 0 / 2 000 紫紫 1 0 / 2 888
一

888 4 / 2 555 1 7 999 5 / 999 1 444 6 / 1 777 3 999 2 4 000

白白白白 1 0 / 2 999 999 4 / 2 666 1 7 999 5 / 1 000 1 444 6 / 1 666 3 777 2 3 999

111 0 / 3 000 紫紫 1 1 / 1 444 1 555 4 / 3 000 1 6 777 5 / 1 222 1 222 6 / 1 777 3 666 2 3 000

白白白白 1 1八 555 1 666 5 / 111 1 6 777 5 / 1 333 1 222 6 / 1 777 3 555 2 3 000

111 1八 000 紫紫 1 2 / 1 999 3 999 5 / 444 1 4 666 5 / ]
一

444 1 000 6 / 2 000 3 777 2 2 222

白白白白 1 2 / 2 111 4 111 5 / 666 1 4 666 5八 555 999 6 / 2 000 3 666 2 2 222

111 1 / 2 000 紫紫 2 / 1 999 9 111 5 / 666 7 666 5八 555 999 6 / 2 000 3 666 2 1 222

白白白白 2 / 2 888 1 0 000 5 / 666 6 777 5 / 1 666 1 000 6 / 2 000 3 555 2 1 222

111 1 / 3 000 紫紫 2 / 2 333 8 555 5 / 666 7 222 5 / 1 666 1 000 6 / 2 000 3 555 2 0 222

白白白白 3 / 111 9 111 5 / 777 6 777 5 / 1 666 999 6 / 2 000 3 555 2 0 222

111 2 / 1 000 紫紫 3 / 111 8 111 5 / 888 6 888 5八 777 999 6 / 2 000 3 444 1 9 222

白白白白 3 / 777 8 777 5 / 999 6 333 5 / 1 777 888 6 / 2 000 3 444 1 9 222

222 / 2 000 紫紫 3八 999 2 777 5 / 999 5 111 5 / 2 111 1 222 6 / 2 000 3 000 1 2 000

白白白白 3 / 2 000 2 888 5 / 999 5 222 5 / 2 333 1 444 6 / 2 000 2 888 1 2 000

播种愈迟
,

分枝愈少
。

从两个品种比较
,

紫花莞豆分枝能力较强
。

从两年的观察结果看
,

当旬平均气温降到。℃ 左右时
,

分枝停止萌发生长
。

_

, 、

竿1 、
.

2期播种的
,

在入冬前气退不太低的条件下
,

茎叶有一段盛长时期
,

在此期gl1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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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茎长出10个节左右时生长势转慢
,

越冬期间
,

主茎由 3一 4节以上枯死
。

分枝生长期比

主茎稍长些
,

在主茎冻枯后逐渐枯萎
,

各处理都没有全株被冻死的现象
。

翌年春天
,

由主

茎基部存活的腋芽长出新的分枝
。

主茎生长在 4一 5个节 以 内的幼苗耐寒力最强
,

越冬时

主茎上部不枯死
。

白花莞豆的耐寒力略逊于紫花莞豆
。

春季分枝的盛长期在 4月中旬一 5月下旬
,

即现蕾开花期
。

早播的各期偏前
,

在 4月中旬

一 5月中旬
,

在 1个月时间内
,

第一次分枝能增长 60 一 1 20 厘米
。

晚播的各期的盛长期偏后
,

在 4月下旬一 5月下旬
, 1个月内能增长 60 一 80 厘米

。

紫花莞豆的分枝生长速度及分枝再生

能力都比白花莞豆强些
。

但前者第一花序着生节位较高
,

由早播到晚播
,

其花位变化幅度

由第 16 节到第 20 节
, 后者花位由第 13 节到第 18 节

。

由于白花莞豆花位较低
,

故在茎蔓生

长速度落后的情况下
,

开花期与紫花莞豆相差不多
。

(三 ) 根系的生长

根据盆栽试验冬前 ( 1 9 6 3年 12 月 7日 ) 和春季盛长期 ( 1 9 6 4年 5月 18 日 ) 冲根测定干

重表明
,

秋季和春季是根系生长 的两个主要时期
。

9月 26 日
、

10 月 15 日等秋播的
,

越冬前

根干重的最大重量都在。一 10 厘米土层内
。

春季盛长期测定
, 9月 26 日播的平均单株根干

重达 6
.

2 4克
,

比冬前 2
.

1 9克增加 1
.

5倍 ; 1 0月 1 5 日播的 5
.

9 5克
,

比冬前 1
.

1 5克增加 4
.

2倍 ,

其最大重量加深到土壤的 10 一 20 厘米土层内
。

1 ]
.

月 15 日播的单株根干重 3
.

16 克
,

比冬前

增加 30 倍 ; 3月 7 日播的单株根干重也可达 1
.

61 克 ( 见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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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播期莞豆根系干重的增长

(四 ) 地上部干物重
、

叶面系数及净同化率的变化
。

秋播的莞豆
,

冬前以根系生长为主
。

根据 1 9 6 3年 12 月 7 日对盆栽的冲根 测 定
,

根干

重大于地上部干重
, 例如 10 月 15 日播的紫花莞豆

,

平均单株地上部 干 重 0
.

78 克
,

根 1
.

15

克
。

从越冬到 4月 15 日
,

早秋播的经越冬损失
,

地上部干物质净 增 很少
,

例如 9月 1峨日播

的紫花莞豆
,

12 月 5 日
、

3月 15 日和 4月 15 日的单株地上部干物质重克 数 分 另11为 1
。

2 6 3 、

2
.

13 5和 2
.

5 0 4 , 4月 15 白之后生长加快
,

到 5月 15 日达到 4
.

50 1克
。

春季 出苗的随气 温 的

升高地上部干物重稳步上升
,

增长速度快
,

例如12 月 15 日播的紫花 莞 豆 , 3月 15 月
、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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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日和 5月15 日的平均单株地上部 干物重克数分别 为 0
.

0 1 8
、

种看
,

白花莞豆地上部的增重速度比紫花莞豆略 快 ( 见表 2

0
.

0 6 3和 1
.

0 5 7
。

从 不 同 品

)
。

表 2 紫
、

白莞豆不同播期单株地上干物重动态 ( 1 9 6 3一 1 9 6 4年 大 田 )

1 1 / 5 1 2 / 5 3八 5 4 / 1 5 5八 5

9 / 1 4
O

。

3 9 6

0
。

3 6 8
}

`
·

2 6 3

…
2

·

` 3 5

{
2

·

5 。`

{
{

1
·

7 3 8 } “
·

3 3 2
1

2
·

5 4 7 】

5 0 1

2 8 5

紫白

1 0 / 1 5
0 3 3

0 4 0

。

0 7 1

。

1 1 3

0
。

1 7 9

0
。

1 8 7

1
。

1 0 2

1
。

0 6 1

4
。

8 0 6

3
。

6 0 8:
n
ǐ11

紫白

1 1 / 1 5

。

0 6 5

。

0 4 0

。

0 8 8

。

1 6 6

。

8 1 9

。

5 7 9

紫白

1 2 / 1 5
O

。

0 1 8

0
。

0 1 8

0 6 3

0 5 0

。

0 5 7

。

5 8 3

紫白

3 / 7
0

。

0 3 4

0
。

0 2 8

。

7 0 1

.

1 0 9

二一二

二二二二

紫白

注
, 2 0株的平均干 重

,

单位
:

克

叶面系数在秋季有一段增长时期
,

特别是白花莞豆增长快
。

以 9月 1 4 日播的为例
,

由

1 1月 5 日到 1 2月 5 日
,

紫花莞豆由 1
.

n 增加到 2
.

6。 ; 白花莞豆由 2
.

43 增加到 7
.

73
,

但 白花

莞豆越冬枯死的茎叶多
,

翌春返青慢
,

到 3月 15 日叶面系数为 1
.

8 6
,

而紫花莞豆则为 4
.

3 4
。

但到 4月 15 日以后
,

都 能很快达到 6左右
。

春季出苗的叶面系数稳步上升
, 3月 7 日播的到

5月 1 5 日可达到 2
.

24 ( 紫 ) 和 3
.

69 ( 白 )
。

从品种看
,

白花莞豆生 长快
,

叶片大
,

叶面系

数的变化活跃 ( 见表 3 )
。

净同化率变化趋势
,

秋季较稳定
,

春季不稳定
;
春季出苗的较稳定

,

秋季出苗的不稳

定
。

1 9 6 3年 9月 14 日
、

9月 2 5日和 10 月 5 日大 田播的
,

11 月 5 日到 15 日测定
,

净同化率为 0
.

”

一 2
.

58 克 / 米
’ ·

天
; 3月 15 日到 27 日测定为 一 1

.

96 一 1
.

31 克 / 米
’ ·

天 ; 4月 15 日到 25 日测

定为。
.

29 一 4
.

95 克 / 米
2 ·

天
。

大体看出
,

冬前净同化率较高较稳定
,

早春正值返青
,

枯

死的枝叶脱落
,

新生的枝叶开始生长
,

净同化率低而 且不稳
,

出现负值
。

4月中
、

下旬生

长旺盛
,

但出现倒伏荫蔽问题
,

虽平均净同化率较高
,

各处理也不稳定
。

19 62 一 1 9 6 3年网室 内土壤肥力偏高
,

冬前出苗的各处理在 4月下旬到 5月下旬都出现

疯长和
“
反馈

”
现象

, 4月 25 日叶面系数高达 9
.

17 一 1 3
.

2 5 , 5月中
、

下旬净同化率出现负

值
,

植株下部的枝叶枯死
;
春天出苗的既不经历越冬枝叶枯死的损失

,

也不经历春季盛

长期疯长
“
反馈

” 的损失
,

叶面系数
、

净同化率和干物重的增长过程比较稳定
,

例如春

季出苗的紫花莞豆
, 4月 25 日叶面系数为 0

.

59
,

到 5月 25 日发展到 5
.

62
,

其净同化率由3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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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4
.

4 5
。

莞豆盛长期的最大叶面系数可能在 5左右
,

超过这个界限
,

净同化率下降
,

同时还会损失 已经累积的有机产物
,

使净同化率出现 负值
。

1 9 6 2一 1 9 6 3年网室试验
,

不

论播期或品种
,

收获时单株地上部干物重克数非常接近
,

都在 1 0
.

3 6一 1 0
.

4 8之间 ( 见表

4 )
,

其原因是肥力高
、

播量大造成早播者春季疯长
“
反馈

” 之故
。

表 3 紫
、

白莞豆不同播期叶面 系数动态 ( 1 9 6 3一 1 9 6止年 大 田 )

介介介
1 1 / 555 1 2 / 555 3八 55555 5 / 1 55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99 / 1 里里
J
玉华华 1

。

1 111 2
。

6 000
打打打毛毛 2

.

4 333 7
.

7 333

白白白白白白

1 0八 5
0

。

0 7

O
。

0 8

O
。

0 7

O
。

1 4

0
,

另G

O
。

3 5

8
。

0 0

6
。

0 4

些尔白

111 1 / 1 555 隽旨旨旨旨旨 O
。

1 888

}}}}}勺勺勺勺勺 0
。

丁111

111 2八 555 埃乡乡乡乡 O
。

p 33333 2
。

8 888二二二习飞飞飞飞 _

D
。

必22222 5
。

3 777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3 / 7
2

。

2 1

3
。

6 9

紫白

注
:

叶面系数用打孔取样重 量 换算法 求得

春季盛长期间叶面系数过大对干物质累积的影 响

表 4 ( 1 9 6 3
、

4
、

1 5一 1 9 6 3
、

5
、

2 5 网室 )

火\ 严 目

…
, J

一

。 面 系 数

…净 同 化 率

1
单、 上

、
物重 (克 )

轰:馨 …
9
一 …

9
一 …

2
一 …一…

7
一
…

1 2
一…

1。
一

一

护恋丁
一

而
一

{
一
辰…福刁

一

石;
一

{
一

几万
~

件刃
一

丁丽
一

可丽_

白
,

………翻兰医几
…止…兰肠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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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查
、、

程乾生
、

王汉文
、

许玉璋
:

莞豆生长发育特性的研究 5 7

一

(五 ) 产量

由于冬前出苗的各播 期经历了
“
冬旺

”
特别是

“
春旺

” ,

有机产物损失太多
,

所 以

籽粒产量和经 济系数都不如春季出苗的各期
,

紫花莞豆冬前出苗各播期的平均亩产 6 4
.

5

斤
,

春季出苗的为 9 7
.

5斤
,

后者 比前者高出 5 1
.

2%
,

经济 系数高出 10
.

1 % ; 白花莞豆 冬前出

苗者亩产 1 2 6
.

0斤
,

春季出苗者 1 9 9
.

0斤
,

后者比前者高出 57
.

9%
,

经济系数高出 5
.

2 %
。

盆栽的由于营养空间较大
,

又作了支架
,

故通风透光较好
,

所以早播的产量高 ( 见丧 5 )
。

表 5 冬前出苗与冬后 出苗产量与经济系数的变化 ( 1 9 6 2一 1 9 6 3年 )

) … 大
_ _ _ _ _ _

竺
_ _ _ }_ 旦

_ 室 …
_

盆 栽

品 ! 播 { 一 。 } ,.v * } 从一 二 几 奚 }
J二

几
J

」二
-

二

) … 广 量 】理 示 {单 广 …纷 系 】半 广 …狡 系

种 } 期 {一
一

一万一
~

一
-
叮万几厂

.

}济 数 }株 量 }济 数 …株 量 !济 数
} }

t二
`

/ 任 :

}
。 /

1 耳`
伪 : } {

_

} }
_

}

} l
” / 田

{
/ 0

… (克 ) l % …`彭 1 % …`克 , { %

_
,

二 ,

…
一

多户立生芭卜州
1
些卫坦迎

一

巨二 ;竺…兰里巨11
-

巨望
一

刹奥臀到竺二毕竺引 三州
一

些共}立竺少Z进 任笋少
8
里

二华一纠二竺李拱竺
-

肆生}立圳竺竺生掣 哗二
只

川鱼剪生到卫兰 9止三翌
~

口二兰土里兰生皿兰竺匕竺竺土二
.

亡二
.

甲粤型酬望二口竺生少里竺土少二巴 i叼
一

些兰匕上二
{ 半 均 …1 6 2

·

5 …— {
“

·

“ 8 …” o
·

9 } “
·

4 0
{

“ 2
·

。 …—
}

—
从品种看

,

白花莞豆 比紫花莞豆的产量高 1倍 ( 大田 )
,

经济系数高 6
.

8一 9
.

0% ( 大

田又 网室 )
,

前者千拉重 1 0 1
.

8克
,

后者 8 7
.

6克
。

白花莞豆高产的主要因素是单株有效荚

较多、 千粒重较高
。

三
、

小 结
了 1
一试验所用紫花莞豆和白花莞豆

,

冬性都不强
,

播种期比较宽泛
,

春播也可在当年

6月 中旬成热
。

在当地 n 月中旬之后
,

当旬平均气温降到 8℃ 以下并继续下降的情况下
,

播种后年前不 能出苗
,

但 能萌发
,

越冬不致冻死
。

这就是临冬播种的
“ 抱蛋莞豆 ” 。

这

种抱蛋莞豆
,

春季出苗早
,

生长健壮
,

比春播莞豆增产
。

2
.

从两年试验结果看
,

10 月下旬之前播种
,

可以把莞豆开始开花期提早到 5 月上

旬
。

这对减轻渭 比旱原 5月下旬常出现的干热风危害有好处
。

, 云 .3 秋播冬前出苗的莞豆
,

越冬时主茎基部只有 3一 4 节存活
,

春季可长出分枝
。

春季出苗者犷 分枝发生得 少
,

一般只发生在基部第 1
、

2节
,

分枝生长势也弱
,

这是临冬播

种卜春播增加播种量的依据
。

4
。

莞豆茎蔓柔软
,

主茎只能直立生长 20 厘米左右
,

超过这个界限如无攀缘物就甸

伏生长
。

分枝更为柔软
,

葡伏和攀缘性更强
。

单种莞豆
,

播种期不宜过早
,

密度不宜过

大
,

否则春季盛长期易出现荫蔽
、

疯长和
“
反馈

” 、

沤蔓等不 良现象
。

盆栽设支架的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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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单株产量及经济系数都有显著提高
,

这是莞豆与小麦混种
,

以小麦为支架而提高粮食

亩产的重要根据
。

5
。

莞豆根系分布较深
,

播种后出土能力强
,

播深

深耕 深种
,

既有利于根系发育
,

又能保墒防寒

3 寸也能正常出土
。

所以
,

在渭

北旱原
,

5 t u d i e s o n t h e C h a r a e t e r o f

G r o w t h a n d D e v e l o p m o n t i n P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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