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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管叶现象及其初步研究

程智慧 孟焕文

( 西北农 业大学园艺系 ) (陕西省农科院蔬莱所 )

摘 妻 研究 了苍 山大蒜管叶发生的叶位及其对蒜茎和蒜头产量的影响
,

以及管叶发生

株率与种瓣大小
、

蒜种贮藏温度
、

湿度和 光暗条件
、

播期及生长期土壤水分的关系
。

结果表

明
,

管叶主要发生在植株内层第 3
,

4 叶位上 , 管叶株上一般只产生 1片 管 状 叶
,

其 蒜 墓

短
、

蒜头小
,

产量分别 比正常株的降低 2 9
.

7% 和 3 0
.

3%
,

蒜种播前经低温贮藏
,

或选用较大

的种瓣
,

均使管叶株率显著增高 ; 适期晚播
,

或维持较高水平 的土壤相对含水量
,

可 以减少

管叶的发生 , 在管叶出现后
,

及时划开管叶
,

可 以消除管叶引起的蒜垄和蒜头产量损失
。

关健词 大蒜
,

管叶现象
,

栽培技术

“
苍山大蒜

”
是我国北方大蒜主栽品种之一

〔 ’ 一 “ 〕 ,

也是陕西省生产蒜蔓和出口蒜头

的主要品种
。

近年来
,

在陕西关中大蒜产 区
, “
苍山大蒜

” 田块管叶 (群众称包叶或包蔓 )

发生株率一般在 20 %左右
,

严重的田块达 30 % 以上
,

已成为生产中的一大障碍
。

大蒜的

正常叶片呈狭长扁平状
〔“ ’ ,

横切面为阔
“
V

”

形 〔 7 ’ ; 管 叶株则在一定叶位上叶片呈管状
,

形似葱叶
,

横切面为环状
,

无明显出叶口
,

或仅在叶顶端有很小的出叶口
,

使内层叶及

蒜蔓不能及时正常长出
,

蜷 曲在管叶内
。

只有随着其生长
,

向外的张力大到一定程度时

才能将管叶张裂而部分伸出
,

但往往仍不能充分展开
,

限制了光合面积的增加
。

大蒜管叶

现象目前国内外尚未有文献报道
〔 1 一 。 〕 ,

本研究 目的在于了解管叶发生的叶位
、

管叶对蒜

蔓及蒜头性状的影响
,

以及蒜种贮藏条件
、

种瓣大小
、

播期及土壤水分状况与管叶发生

株率的关系
,

为生产上 防止和减轻管叶发生提供参考措施
,

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

1 材料和方法

以 “
苍山大蒜

” 品种为试材
,

采用试验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1
.

1 管叶发生叶位观察

1 9 8 9年在不同田块选取管叶株
,

剥叶统计管叶发生叶位
。

1
.

2 管叶对蒜井和蒜头的影响

1 9 8 9年在供试田块大小一致的植株中选取管叶株 60 株
,

随机分为二组
,

一组作划管

叶处理
,

一组保持管叶 (对照 )
,

另外选正常株 30 株
,
3 个处理按单株挂牌

,

完全随机

排列
,

收获时单株统计蒜 蔓和蒜头性状
。

节
.

3 获种贮存条件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1 9 8 7~ 19 8 8年度选大小一致的种瓣 (单瓣 均 重 4
,

0 9 )
,

分别在冰箱 ( 0 ~ 5
O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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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6 0% RH )
、

地道 ( 1 4~ 1 6
o

C
, 8 5 ~ 9 5% R H ) 或 室 内 ( 2 4~ 2 7

O

C
, 6 5~ 8 0% R H )

于播前贮存 3 d0
,

每种贮存条件下又设了光 (以 1 0W 日光灯照光 )和暗 (以黑布 遮 光 ) 二

种条件
, 8 月 31 日贮存结束即播种

,

株行距为 10
x
25

c m ,

小区面积 3
.

9 m
2 ,

随机 区 组

排列
,

重复 4 次
。
z g a s ~ 1 9 8 9年度

,

播前蒜种 (单瓣重 3
.

5 士 0
.

5 9 ) 分别在 5 , 1 5 , 2 5
o

C

恒温箱内贮存
,

每种温度下又设了 25 %
,

50 %
,

75 % 和 1 00 % 四个相对湿度 ( 以密闭的

干燥器内盛不同浓度的 H
Z
SO

.

水溶液调节湿度 )
,

为防止蒜种在干燥器内缺0
2 ,

每 s d

左右打开干燥器换气一次
。

贮存 3 o d结束时于 9 月 1 日播种
,

株行距 1 1 x 2 5 c m ,

每小区

3
。

7 m 2 ,

裂区排列 (温度为主区
,

湿度为副区 )
,

重复 4 次
。

1
.

4 种拼大小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不同重量等级的科瓣于 19 8 8年 8 月 12 日播种
,

小区面积 2
.

4 m
“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

复 3 次
。

1
.

5 播期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种瓣 ( 3
.

5~ 4
。

0 9 ) 分别于 1 9 8 8年 8 月 1 1日
、

8 月 2 5日
、

9 月 2 4日或 1 0 月 1 0 日播

种
,

每小区 2
.

4 m
“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3 次
。

1
.

6 土滚水分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种瓣 ( 4
.

5~ 5
.

0 9 ) 于 1 9 8 8年 s 月 2 7日播种
,

每小区 4
.

8 m 2 ,

整个生育期 当土壤 相

对含水量分别降到 50 %
,

65 %
,

80 %或 95 %时灌水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3 次
。

结果与分析

份叶发生叶位

管叶一般发生在植株靠近蒜蔓的第 2 ~ 5

裹 1 苍山旅不同叶位上管叶发生机率

叶位 ( 内 , 外 ) 1 2 3 4 5 6

管叶发生次数 0 3 2 4 15 6 0

管叶发生机率 (% ) 0 6
.

8 54
。
5 3 4

. 1 13
. 6 0

注 . 调查总株数为“ 株
。

叶位上
,

以第 3 , 4 叶位上发生机率最高

( 表 l )
。

管叶株上一般只有 l 片管叶
,

双管叶的植株约占 9
.

1%
, 2 片管叶可 能

发生在连续两个叶位上或相间的叶位上
`

在极少数管叶株上可能发生第 3 片管叶
。

2
.

2 管叶对蒜 . 和蒜头性状的影响

2
.

2
.

1 对蒜蔓性状的影响

由于管叶限制了光合面积的增加
,

并向内部产生约束力
,

直接影响了蒜矍的发育
。

首先使蒜蔓成熟期分散
,

采收期推迟
,

严重的管叶株上蒜蔓丧失商品性
。

如 5 月 12 日初

次采收时
,

正常株和划管叶株均有 96
.

7%的植株蒜蔓达到采收标 准
,

而 管 叶 株 只 有

56
.

7% 的蒜登达到采收标准
。

5 月 16日第二次采收时
,

正常株和划管叶株蒜蔓均全部达

到采收标准而收获
,

而管叶株采蔓数仅达 8 3
.

3%
,

直到 5 月 23 日采收时尚有 6
.

7% 的蒜

鳌未达采收标准
。

就是说
,

管叶株蒜蔓平均采收期约比正常株和划管叶株晚 l o d 以上
,

而划管叶株与正常株间采蔓期无差异
。

其次
,

管叶对蒜蔓性状也有不良影响 (表 2 )
。

由表 2 可见
,

管叶使蒜蔓短而细
,

蔓长
、

蔓粗
、

蔓重分别 为 正 常 株 的 7 3
.

0%
,

93
.

6%和 70
.

3%
.

SS R 测 验表明
,

管叶株蔓粗与正常株无显著差异
,

而蔓长和蔓重均极

显著地减小
。

就是说
,

管叶使蓑长减少2 7
.

0%
,

蒜荃产量降低 29
.

7%
.

及 时划开管叶可

以消除管叶对蒜墓的不良影响
,

其蔓长
、

蔓粗
、

蔓重均与正常株的蒜蔓无显著差异
,

而

、

、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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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长和蔓重均极显著地大于管叶株
。

衰 2 管叶对蒜鉴性状的影晌

处 理

管 叶 株

划管 叶株

正 常 株

荃长 ( e m )

3 9
。 2 . ^

5 2
。

7 b B

5 3
。

7 b 币

墓粗 ( e m )

0 。 6 8 8 .

0
。

7 3 8
a

0
。

7 3 5 “

墓重 ( g )

17
。

5 0 a A

2 5
。

5 1 b B

2 4
。
9 0 b B

2
。

2
。

2 管叶对蒜头性状的影响

表 3 管叶对蒜头性状的影晌

处 理 蒜 瓣 数

7
。

0 .

7
。 l a

7
。
l

a

蒜头直径 c( m )

4 。
1 6

a A

4
。 6 4 b .

4。 69 b B

出口 商 品率 ( % )

管 叶 株

创管叶株

正 常 株

蒜头重 ( g )

2 2
。

63 a A

3 0
。

7 6 b B

3 2
。
4 9` B

1 7。 3

5 6
。
7

6 6
。
7

注
:

出口商 品指直径 4
。

sc m 以上的蒜头
。

由表 3可见
,

管叶株蒜头直径和蒜头重均极显著地低于正常 株
,

蒜 头 直 径 减 小

1 1
.

2%
,

蒜头产量降低 3 0
.

3% ; 划管叶株蒜头直径和重量均极显著地大于管叶株
,

而与

正常株无显著差异
。

管叶株的蒜头出口商品率大大降低
,

尽管及时划开管叶可以大幅度

提 高 出 口 商品率
,

但比 正常株蒜头的出 口商品率仍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

内层型二次生长是影响蒜头商品性的因素之一
,

严重时蒜头开裂
,

小瓣增多
。

管叶

株
、

划管叶株和正常株的内层型二次生长株率分另lJ为 4 2
.

9%
, 3 0

.

0%和 26
.

7%
,

二次生

长 指 数分别为。
.

0 7 。 , 0
.

04 5和 0
.

0 3 3
.

就是说
,

管叶不仅 引起内层型二次生长株率增加
,

而且使二次生长程度加重
,

即使及时划开管叶也不能完全消除这一不 良影响
。

2
.

3 蒜种贮存条件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在 自然湿度条件下
,

蒜种贮存温度和光暗条件与管叶发生的关系见表 4
。

播前蒜种

经不同温度贮存
,

管叶发生株率不 同
,

随贮存温度降低
,

管叶发生株率增高
。

F 测验表

明
,

管叶发生株率的温度处理间差异达 5 %显著水平
,

光暗间差异及温 光 互 作效应均

不显著
。

SS R 测验表明
,

冰箱贮蒜种较室内和地道贮蒜种管叶株率均显著提高
,

室内与

地道间也有显著性差异
。

裹 4 蒜种贮存温
、

光条件与管叶发生株率的关系 %

贮 存 条 件 光 暗 又 T

冰 箱 17
。

3 1 1 8
。

2 5 1 7
。
7 8 a A

地 道 13
.

4 6 14
。

2 0 1 3
。

8 3 b A

室 内 9 。 2 1 1 1
。 5 3 1 0 。 3 7 e

A

又。 13
.

3 3 1召。
6 6

但是
,

在冰箱
、

地道和室内贮存蒜种引起竹叶发生 的不同
,

究竟是以不 同场所的温

度不 同还是湿度不同的作用呢 ? 表 5 说明了这一问题
。

F 测验表明
,

蒜种贮存湿度条件

对管叶发生无显著影响
,

湿度与温度间也无显著的互作效应
,

而贮存温度对管叶发生有

显著影响
。

SS R 测验表明
,

蒜种在 5
“

C或 1 5
“

C贮存均比 25
“

C 贮存管叶发生株 率 显 著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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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旅种贮存沮度和湿度与 , 叶发生株率的关系

湿 度 ( R H )

温度 (
O

C )

—
天,

2 5 5 0 7 5 10 0

5 2 5
。
1 5 2 3 . 13 2 0

。
0 4 2 4

。
74 25

。
2 7 a A

1 5 2 3
。
3 2 2 3

。
15 2 3

。
5 0 2 2

.

0 6 2 3
。
0 1 a A

2 5 1 2
一

4 5 1 4
.

87 18
。
4 0 1 7

。
9 2 15

.

9 1 b A

无R H 2 0
. 3 2 20

.

5 5 2 0
.

6 5 2 2
. 5 7

2
.

4 种辫大小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一般来说
,

植株营养体的大小与蒜种大小有密切关系
,

大的种瓣能长出大的营养个

体
。

由表 6 可见
,

种瓣大小也与管叶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

种瓣越小
,

管叶发生 株 率 越

低
,

随着种瓣的增大
,

管叶发生株率提高
, 4

.

75 9 的种瓣管叶株率最高
,

继续增大种瓣

则管叶株率反而降低
。

SS R 测验表明
,

种瓣重在 3
.

75 ~ 5
.

7 5 9 比 1
.

75 9的管叶株率有 显

著性提高
,

提高幅度在一倍以上
,

种瓣重 1
.

75 9与 2
.

75 9间管叶株率无显著差异
。

衰 6 种拼大小
、

播期与管叶发生株率的关系

种瓣大 小 ( g ) 管叶株率 (% ) 播 期 管 叶株率 (% )

5 。 7 5土 0 。 2 5 1 9
.

4 4 a
A S月 1 1日 2 0

。
83 a

A

4
。
7 5士 0

。 2 5 2 4
。
0 7 a

A S月 2 5日 2 0
。
3 5 a

A

3 。
7 5士 0

。
2 5 2 0

。
8 3 a

A g月 1 0日 2 5
。
00 a

A

2 。 7 5士 0
.

2 5 12
。
魂, a

b A ,月 24日 ,
一
7 2 b B

1 .

7 5士 0
.

2 5 9
.

2 6 b A 1 0月 10日 5 .

56 b B

2
.

5 播期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大蒜有一定的生理休眠期
,

秋播品种的生理休眠期一般约为 6 o d
。

在解除休眠后 不

同时期播种不仅会引起植株营养体大小的差异
,

还往往造成生长发育进程上的不同
。

调

查发现
,

播期不同也引起管叶发生的差异 (表 6 )
,
9 月 10 日以前播种的管叶 株 率 均

高
,

但各播期间无显著差异
,

而 9 月 10 日以后播种的管叶株率均极显著降低
,
9 月 24 日

播种与 10 月 10 日播种的无显著差异
。

所以
,
9 月 10 日至 9 月 24 日是管叶发生敏感的播期

范围
, 9 月 10 日播种的管叶株率是 9 月 24 日播种的 2

.

6倍
。

在陕西关中地区
,

大蒜 的 适

宜播期一般在 9 月上旬
,

适期晚播则能有效地减少管叶的发生
。

2
.

6 土滚水分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土壤水分直接影响大蒜的生长发育
,

也引起管叶发生株率的不同 (表 7 )
。

可以看

表 7 土坟水分与管叶发生的关系

一一
. . . . . . . . . . . .侧 .

差 异 显 著 性
土镶相对含水量 ( % ) 管叶株率 (纬 )

5拓 1%

50 3 1
。 5 8 a

A

6 5

8 0

2 6
。
0 2

2 2
。
2 2

9 5 18
。
7 1 e

C

出
,

随着土壤相对含水量的增加
,

管叶发生株率降低
。

F测验表明
,

处理间有极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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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S SR 测验进一步表明
,

将土壤相对含水量下 限由勃%提高到65 %时
,

管叶发生株率

能显著地降低
; 提高到 80 %时

,

则管叶株率能极显著地降低
。

但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限

为 65 % 与 80 %之间及 80 %与 95 %间管叶发生株率无显著差异
。

所以
,

为了减少管叶的发

生
,

应该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不低于 80 % 时进行灌水
。

3 讨 论

大蒜叶包括叶片和叶鞘两部分
,

叶鞘为管状
,

叶鞘与叶片连接处有出叶口
,

许多叶

鞘包合在一起
,

形成假茎
。

大蒜管叶的产生
,

一方面可能是在分化过程中就决定了其形

态 ;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该叶的发育过程中
,

叶鞘伸长生长迅速
,

而叶片则几乎不伸

长
。

叶鞘构成了叶的主要部分
,

叶片只在叶尖占很小比例
,

出叶口 也不明显或很小
。

伸

出的叶鞘部分在结构上形成了叶片的特征
,

替代了叶片的功能
,

而在形态上表现为叶鞘

的特征— 管状
。

管叶发生在植株 由蒜蔓向外第 2 ~ 5叶位上
,

在陕西关中地区秋播条件

下
,

这 些叶的分化期在 3 月份以前
。

如果说管叶是在分化时就决定了的
,

那么
,

管叶的

发生就主要与 3 月份前的植株生态
、

生理及栽培条件有关
; 如果说管叶是在叶的生长发

育过程中形成的
,

那 么 管 叶的发生就不但与该叶生长发育时期植株的生态
、

生理及栽

培条件有关
,

而且可能受前一时期这些条件的间接影响
。

从木研究来看
,

管叶产生的两

种可能都有
,

但推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

本研究表明
,

蒜种在播前经低温贮藏
,

或选用较大种瓣
,

或适当早播均使管叶发生

株率提高
,

而这些因素又往往是先促进了提早萌发和生长
,

使植株生育阶段提前或具有

较大的营养体
〔 3 ’ 心 ’ 8 〕 。

所以
,

植株营养体大小是否与管叶发生有直接关 系
,

是 进一步

研究应明确的问题
。

但本研究至少可以说 明
,

植株营养体大小与管叶发生没有 必 然 联

系
。

因为在土壤水分与管叶发生的关系中
,

土壤相对含水量越低
,

管叶株率越高
,

而土

壤水分与植株营养体大小的关系是
,

土壤相对含水量越低
,

植株营养体越小
。

管叶现象在
“
苍山大蒜

” 上已相当普遍
,

而在调查的其它大蒜品种上几乎未见到
。

究竟管叶现象是
“
苍山大蒜

” 上的特有现象
,

还是大蒜上的一种普遍现象
,

有待进一步

试验
、

调查和考证
,

但必竟在
“
苍 山大蒜

” 上管叶现象 已成为一大生育障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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