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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蒜在厦门地区适应性较强
,

长势

佳
,

优于其它品种
。

以下研究皆以

大红花石蒜为对象
。

2
.

2 石蒜对栽培环境的要求

2
.

2
.

1 不同土壤的盆栽石蒜比较

分别使用田园土
、

红壤和人工

合成的营养土盆栽石蒜
。

结果表

明
,

种植于营养土的石蒜叶长
、

成

熟鳞茎围长
,

直径等主要指标分别

是田园土的 1
.

3
、

1
.

14 和 1
.

14 倍
,

是红壤栽培石蒜的 1
.

5 1
.

30 和 1
.

29

倍
,

成熟石蒜主鳞茎直径大小是播

种时的 1
.

38 倍
。

栽培于红壤的产量

增加只表现在侧芽鳞茎的增多
、

增

大方面
,

而主鳞茎大小与播种时 比

较
,

其直径只大了 0
.

2 4 c m ,

可见人

工营养土较适宜于石蒜 的人工栽

培
。

2
.

2
.

2 石蒜对土壤 p H 的要求

分别以 p HS
.

8 和 7
.

8 的营养土

栽培
,

每盆种植种球 8 粒
。

营养期

观察结果表明
,

偏碱性土壤不适合

石蒜生长
,

每长出 1片叶子不久
,

其

末端就出现枯萎现象
; 叶片长度明

显短于酸性组
,

成熟鳞茎小
,

不饱

满 ; 经叶芽分化期后
,

进入扬花期
,

栽培于偏碱性土壤的石蒜基本不开

花
,

而栽培于偏酸性土壤的鳞茎主

茎
,

基本上都能分化出花芽
,

顺利

地扬花
。

2
.

2
.

3 石蒜对生长环境温度的要

求

石蒜 10 月上旬播种
,

此时最高

气温不超过 3 0 ℃
,

旬平均气温 2 4

℃
,

适宜石蒜生长
,

播种 10 天
,

根

系生长旺盛
,

叶片先后长出地面
。

冬季日平均气温 8 ℃以上
,

最低气

温达 1℃
,

不影响石蒜生长
。

至来年

4 月
,

由于长期阴雨天气
,

光照不

足
, 。

生长较弱
,

出现早衰现象
,

19 9 8

年4 月6 日起出现第一片叶子枯萎
,

至同年 5 月 1 5 日前后全部叶片萎

缩
、

干枯
,

此时旬平均温度已达 24

℃
.

说明石蒜生长的高温极限为日

平均温度 24 ℃
。

2
.

3 不同栽培方式的比较

2
.

3
.

1 盆栽与水泥槽栽培结果的

比较

以偏酸性营养土盆栽石蒜
,

下

种后置屋顶平台上
,

不遮荫栽培
;

水泥槽栽培石蒜下种后用孔径 Zcln
,

的黑塑料网遮荫
,

网的四周用防蚊

纱网隔离
,

网棚之上种有西蕃莲
,

以保湿及减少光照
。

栽培结果表

明
,

遮荫有利于石蒜的成长
。

2
.

3
.

2 种子阉割与否的生长情况比

较

分别以偏酸性营养土盆栽经阉

割和未经阉割的石蒜种子
,

比较其

生长情况
。

结果表明
,

阉割不利于

石蒜的生长
,

但对鳞茎肉的叶芽损

伤不大
。

这可能是由于石蒜鳞茎太

小
,

阉割造成养分供应减少所致
。

2
.

4 栽培后的花枝数比较

分别以不同栽培条件 (遮荫网
. 、

田园土
、

红壤土
、

土壤 p H S
.

8 和

PH 7. 8 ) 网栽石蒜
,

结果表明
,

栽培

于偏酸营养土的石蒜出花率最高
;

采用遮荫网栽于水泥槽的石蒜与之

相近
,

出花率达 73 %一 80 %;
采用田

园土栽培的出花率较低
,

仅为营养

土栽培的 1 / 4 ; 红壤土的出花率最

差
,

仅为 3
.

3%
。

说明花枝数与鳞茎

的营养积累有关
,

也与栽培土壤的

月巴力
、

酸碱度有关
。

3 讨论

野生石蒜生长于荫森潮湿地
,

其着生地为红壤
,

人工栽培石蒜应

考虑石蒜生长的自然生态环境
。

本

研究在栽培土壤酸碱性方面 (如土

壤 p HS
.

8 ) 己基本达到野生自然条

件
。

经过近 10 年的盆栽观察
,

发现

只要增加土壤的水份
,

提高土壤的

肥力
,

适当调整有机肥与无机肥的

比例
,

调整氮
、

磷
、

钾的比例
,

就

可 以弥补野生石蒜生态环境的不

足
。

在此基础上进行较大规模的人

工栽培石蒜研究
,

掌握了适合厦门

地区人工栽培的品种
。

种植时间以 10 月上
、

中旬为宜
,

来年 5 月中旬 营养生长期结束
。

整

个营养生长周期 1 50 一 1 60 天
,

与野

生石蒜营养生长期一致
。

气温对石蒜生长发育有重大影

响
,

日平均气温超过 24 ℃
,

将抑制

其叶芽生长
,

零上低温不影响石蒜

生长
。

晴天要求重水喷淋
。

雨天应注

意排水以防止烂根
,

不能用无漏底

花盆栽培石蒜
。

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期皆要求

高腐殖质
、

高土壤肥力的偏酸性土

壤
。

没有经增效的田园土
、

红壤土

不适合用于人工栽培野生石蒜
。

营养生长后期应适当提高所施

肥料中的磷肥比例
。

盆栽石蒜应注意控制水份
、

土

壤酸碱性
、

肥水等因素
,

可以克服

野生生态环境的不足
,

正常旺盛生

长
。

网棚遮荫栽培是另一条较为合

适的人工栽培途径
。

阉割对于提高鳞茎的质量没有

意义
。

人工栽培石蒜的侧芽可以进一

步繁殖
,

解决种球 自繁问题
。

应去除带花叶病株
,

并用常规

方法解决蚜虫危害问题
。

综上所述
,

本课题已掌握了石

蒜人工栽培的主要条件
,

克服了野

生石蒜生态条件的差异
,

解决了大

量栽培的种子问题
,

摸清 了病虫害

发生和防治规律
,

为石蒜花卉的产

业化提供 了前期理论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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