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定植期和摘心方案下 ５ 个品种（系）
茶用菊生长和产量性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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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比较 ５ 个茶用菊新品种（系）的产量水平，并筛选出获得高产的定植期和摘心方
案，以 ‘苏菊 １０ 号’、‘苏菊 １２ 号’、‘苏菊 １３ 号’、‘ＣＨ１⁃４４’、‘ＣＨ５⁃１３’ 为试材，采用三因素
裂区试验设计，主区为早、中、晚 ３ 个定植期，裂区为 ５ 个新品种（系），裂裂区为 ４ 种摘心方
案，比较不同栽培措施下植株生长和产量的差异．结果表明： ５ 个新品种（系）中，‘ＣＨ５⁃１３’和
‘苏菊 １３ 号’产量相对较高，‘ＣＨ１⁃４４’和‘苏菊 １０ 号’产量次之，‘苏菊 １２ 号’产量最低；５ 月
２７ 日中期定植、二次摘心措施下 ５ 个新品种（系）的株高、冠幅、单株花数、花径、单花鲜质量、
单株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显著优于其他处理，较 ５ 月 ７ 日和 ６ 月 １３ 日定植分别提高１６．０％
和 １９．０％、１８．０％和 ２２．８％、３６．７％和 ４２．２％、１１．１％和 ２．３％、１３．０％和 ４．０％、４７．８％和３６．６％、
４８．５％和 ３６．７％．随着摘心时间的推迟，株高显著降低，二次摘心株高较不摘心降低５０．２％；二
次摘心处理的冠幅、单株花数、单花鲜质量、单株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最高，较不摘心依次提
高１７．０％、２９．１％、５．５％、３４．０％和 ３４．８％．品种（系）、定植期、摘心方案 ３ 个因素对茶用菊生长
性状和产量影响作用的大小依次为：定植期＞品种＞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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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用及药用菊花为菊科菊属植物菊（Ｃｈｒｙｓａｎ⁃
ｔｈｅｍｕｍ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的干燥头状花序，传统的茶菊主

要有‘滁菊’、‘亳菊’、‘贡菊’和‘杭菊’等品种和变

型，茶、药兼用菊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和清热解

毒等功效，在我国有悠久的种植历史［１］ ．
传统的茶用及药用菊栽培由于菊农各自留种、

分散生产，导致品种退化严重，产量和品质难以满足

市场需求，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因此，选育高产优质

茶用菊新品种是促进产业持续发展的途径．南京农

业大学菊花遗传育种课题组选育出茶用和药用菊花

新品种（系）‘苏菊’系列，经过品种筛选试验及多点

试验表现良好，具有良好的推广潜力［２］ ．
多数菊花品种属于短日照植物［３］，但不同品种

对日照长度的要求有所不同［４］ ．适时栽植，是保证茶

用菊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栽植时期和光照时间影

响许多菊科植物的生长发育［５］ ．株形调整是园艺生

产中的重要栽培措施之一，摘心影响菊花的开花数

量［６］ ．于云霞等［７］对包括定植期在内的众多栽培措

施对‘滁菊’生长和产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确定了

获得‘滁菊’高产的合适定植期及株形调整方案．
良种良法配套推广的前提是新育成品种栽培技

术的研究［８］ ．本文通过比较 ３ 种定植期和 ４ 种摘心

方案对 ５ 种茶用菊新品种（系）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旨在筛选高产茶用菊新品种（系）并为茶用菊新品

种（系）的高产、高效、优质栽培提供实践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和定植措施

供试茶用菊新品种（系）母株由南京农业大学

菊花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提供，试验地点为南京农业

大学菊花研发基地．扦插育苗，采集生长一致、健壮、
无病虫害的插穗，剪取 ５～７ ｃｍ 长度，留上部 ３～４ 片

叶，在多菌灵和生根粉混合溶液中浸泡 ５ ｍｉｎ，扦插

基质为营养土 ∶ 珍珠岩 ＝ ３ ∶ １，扦插温度为 ２２ ～ ３０
℃，空气湿度为 ８０％．扦插 ２０ ｄ 生根后定植．定植前

翻耕土壤，深度为 ２５ ｃｍ 左右．整平耙细后作畦，畦
宽 １ ｍ，畦高 ３０ ｃｍ，畦周设有排水沟，沟底宽 ３０ ｃｍ．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三因素裂区试验设计，设置主区为早、

中、晚 ３ 个定植期，分别为 ５ 月 ７ 日（Ｄ１）、５ 月 ２７ 日

（Ｄ２）、６ 月 １３ 日（Ｄ３）；裂区为 ５ 个茶用菊新品种

（系），‘苏菊 １０ 号’（Ｖ１）、‘苏菊 １２ 号’（Ｖ２）、‘苏菊

１３ 号’（Ｖ３）、‘ＣＨ１⁃４４’（Ｖ４）、‘ＣＨ５⁃１３’（Ｖ５）；裂裂

区为 ３ 种摘心方案，分别为不摘心（作为对照，Ｐ １），
摘心一次：定植后 １４ ｄ 摘心 １ 次（Ｐ ２）、定植后 ２８ ｄ
摘心一次（Ｐ ３），摘心 ２ 次（Ｐ ４）：定植后 １４ ｄ 摘心一

次、２８ ｄ 再摘心一次．定植株行距为 ４０ ｃｍ×４０ ｃｍ，
每处理 ９ 株，３ 次重复，每处理设有保护行．现蕾后定

期观察记录各品种（系）的初花期、盛花期．
１ ３　 田间性状及产量测定

于盛花期测量株高、冠幅、采收花数、花径、各批

次鲜质量、单株产量．参照于云霞等［７］的方法测定形

态指标．单位面积产量＝单位面积定植株数×单株产

量（株行距 ４０ ｃｍ×４０ ｃｍ）．
１ 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ＤＰＳ ７．０５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三因素裂区试验设计和 ＬＳＤ 法进行方差分析和多

重比较（α＝ ０．０５）．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定植期对不同品种（系）茶用菊花期的

影响

由表 １ 可知，与中晚定植期相比，早期定植将

ＣＨ５⁃１３ 初花期提前 ３ ｄ，盛花期提前 ４ ｄ，且差异显

著；与早晚定植期相比，中期定植将苏菊 １２ 号初花

期推迟 ４ ｄ，盛花期推迟 ５ ｄ，且差异显著；与早定植

期相比，中晚期定植将苏菊 １０ 号初花期和盛花期提

前 ２ ｄ，将 ＣＨ１⁃４４ 初花期和盛花期提前 １ ｄ；与早、
中定植期相比，晚期定植将苏菊 １３ 号初花期分别提

前 １ 和 ２ ｄ，将苏菊 １３ 号盛花期提前 ２ ｄ，但不同定

植期对苏菊 １０ 号、苏菊 １３ 号和 ＣＨ１⁃４４ 的初花期和

盛花期造成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在早晚定植期中，ＣＨ１⁃４４ 的初花期和盛花期与

苏菊 １２ 号无显著差异，但显著多于其余品种（系），
苏菊 １３ 号的初花期和盛花期显著小于其余品种

（系）．在中定植期中，苏菊 １２ 号的初花期和盛花期

显著多于其余品种（系），苏菊 １０ 号的初花期显著

小于其余品种（系），各品种（系）之间盛花期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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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定植期对茶用菊新品种（系）花期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ｏｎ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 ｌｉｎｅ）

Ｄ１

初花期
Ｅａｒｌｙ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盛花期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Ｄ２

初花期
Ｅａｒｌｙ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盛花期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Ｄ３

初花期
Ｅａｒｌｙ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盛花期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Ｖ１ １６３±１．２ｃｄ １６８±０．６ｃ １６１±０．６ｄｅ １６６±０．５ｃ １６１±０．５ｄｅ １６６±０．５ｃ
Ｖ２ １６５±０．６ｂｃ １７１±０．１ｂ １６９±１．３ａ １７６±０．４ａ １６５±０．６ｂｃ １７１±０．６ｂ
Ｖ３ １５２±０．９ｇ １５８±０．８ｅ １５３±０．６ｇ １５８±１．０ｅ １５１±０．１ｇ １５６±２．０ｅ
Ｖ４ １６７±０．６ａｂ １７２±０．３ｂ １６６±０．５ｂ １７１±１．２ｂ １６６±０．８ｂ １７１±１．２ｂ
Ｖ５ １６０±１．２ｅ １６６±１．７ｃ １５７±０．１ｆ １６２±０．１ｄ １５７±０．３ｆ １６２±０．２ｄ
Ｄ１： 早定植期 ５ 月 ７ 日 Ｅａｒｌｙ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２： 中定植期 ５ 月 ２７ 日Ｍｉｄｄ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３： 晚定植期 ６ 月 １３ 日 Ｌａｔｅ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Ｖ１： 苏菊 １０ 号 Ｓｕｊｕ １０； Ｖ２： 苏菊 １２ 号 Ｓｕｊｕ １２； Ｖ３： 苏菊 １３ 号 Ｓｕｊｕ １３； Ｖ４： ＣＨ１⁃４４； Ｖ５： ＣＨ５⁃１３．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初花期
和盛花期均为定植后天数 Ｂｏｔｈ ｅａｒｌｙ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著性差异，苏菊 １３ 号盛花期显著小于其余品种

（系）．
各品种（系）的开花期均在 １１ 月之前，初花期

最早是 １０ 月 ６ 日，最晚是 １０ 月 ２５ 日．５ 个品种（系）
的盛花期均在 １０ 月中旬、下旬，花期远早于霜期，推
广潜力大．
２ ２　 定植期和摘心对不同品种（系）茶用菊生长性

状的影响

２ ２ １ 株高 　 由表 ２ 可知，５ 个品种（系）株高基本

介于 ５０． ０ ～ ８０． ０ ｃｍ，且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ＣＨ１⁃４４株高显著高于其余品种（系），较苏菊 １０ 号、
苏菊 １３ 号、ＣＨ５⁃１３ 和苏菊 １２ 号依次高出６．４％、
２０．１％、２４．１％、３４．８％．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株高有显著差异．随
着定植期推迟，株高先增加再减小，且彼此间差异显

著，３ 个定植期平均株高分别为 ７４．９、６３．０ 和 ６０．７
ｃｍ，表现为 ５ 月 ２７ 日＞ ５ 月 ７ 日＞ ６ 月 １３ 日，５ 月

２７ 日定植菊花植株株高较 ５ 月 ７ 日和 ６ 月 １３ 日定

植分别高 １６．０％和 １９．０％，说明中期定植茶用菊新

品种（系）苗期生长最佳．
摘心显著降低了茶用菊新品种（系）的株高，并

且株高随摘心次数的增加而显著降低，在相同次数

摘心下随摘心时间推迟而显著降低．各种摘心方案

下的株高顺序为 Ｐ １＞Ｐ ２＞Ｐ ３＞Ｐ ４，对应的株高分别是

８１．６、６７．４、６１．２ 和 ５４．３ ｃｍ，Ｐ ４株高较 Ｐ １、Ｐ ２、Ｐ ３降低

了 ５０．２％、２４．１％、１２．７％，二次摘心降低株高的作用

显著大于一次摘心．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
两两之间互作效应明显，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

处理三因素互作效应明显．
２ ２ ２ 冠幅 　 由表 ２ 可知，５ 个品种（系）冠幅从大

到小依次是 ＣＨ５⁃１３、苏菊 １３ 号、ＣＨ１⁃４４、苏菊 １０
号、苏菊 １２ 号，与株高的顺序不完全一致． ＣＨ５⁃１３

冠幅依次高于其余品种（系） ６． ５％、８． ２％、１７． ２％、
２８．８％．除了苏菊 １３ 号和 ＣＨ１⁃４４ 之间冠幅无显著差

异外，其余品种（系）之间的冠幅差异均达到显著

水平．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冠幅有显著差异．随

着定植期推迟，冠幅先增加后减小，且彼此间差异显

著，３ 个定植期定植的菊花在盛花期的冠幅分别为

７２．８、５９．７ 和 ５６．２ ｃｍ，表现为 Ｄ２＞ Ｄ１＞ Ｄ３，５ 月 ２７ 日

定植冠幅较 ５ 月 ７ 日和 ６ 月 １３ 日定植分别高１８．０％
和 ２２．８％，说明中期定植最适宜各品种（系）冠幅的

充分生长．
不同摘心处理相比，冠幅随摘心次数增加而增

大 ，表现为Ｐ ４最大（７２．７ ｃｍ）、Ｐ ３最小（５７．３ ｃｍ），Ｐ ２

表 ２　 不同定植期和摘心模式对盛花期茶用菊新品种（系）
株高和冠幅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ｉｎｃｈ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ｎ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ｉｎ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试验因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水平
Ｌｅｖｅｌ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冠幅
Ｃｒｏｗｎ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ｃｍ）
定植期 Ｄ１ ６３．０ｂ ５９．７ｂ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Ｄ２ ７４．９ａ ７２．８ａ

Ｄ３ ６０．７ｃ ５６．２ｃ
品种（系） Ｖ１ ７４．７ｂ ５９．２ｃ
Ｖａｒｉｅｔｙ （ ｌｉｎｅ） Ｖ２ ５２．０ｅ ５１．０ｄ

Ｖ３ ６３．８ｃ ６６．９ｂ
Ｖ４ ７９．８ａ ６５．７ｂ
Ｖ５ ６０．６ｄ ７１．６ａ

摘心模式 Ｐ１ ８１．６ａ ６０．４ｂ
Ｐｉｎｃｈ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２ ６７．４ｂ ６１．０ｂ

Ｐ３ ６１．２ｃ ５７．３ｃ
Ｐ４ ５４．３ｄ ７２．７ａ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试验因素不同水平间差异显著（Ｐ＜ ０． 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冠幅为最大测量值 Ｃｒｏｗｎ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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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Ｐ １居中且差异不显著．二次摘心处理下冠幅显著

大于不摘心和一次摘心处理，二次摘心冠幅较不摘

心提高 １７．０％．在相同摘心次数下，冠幅随摘心时间

推迟而显著降低．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两两

之间互作效应明显，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

三因素互作效应明显．
２ ３　 定植期和摘心对不同品种（系）茶用菊成花产

量的影响

２ ３ １ 单株花数　 由表 ３ 可知，不同品种（系）间单

株花数差别较大，最高近 ３６０ 朵，最低仅为 １３０ 余

朵，除了 ＣＨ１⁃４４ 和 ＣＨ５⁃１３ 之间单株花数无显著差

异外，其余品种（系）间单株花数差异显著，ＣＨ１⁃４４
单株花数较其余品种（系） 依次多 ５． ３％、１９． ３％、
５１．６％、６１．８％．对照表 ２ 株高、冠幅的数据发现，株
高、冠幅大的品种（系）单株花数多．

不同定植时期下各品种（系）单株花数有显著

差异．随着定植期推迟，单株花数先增加后减小，分
别为 ３５２．５、２２３．３ 和 ２０３．９ 朵，表现为 Ｄ２ ＞Ｄ１ ＞Ｄ３，５
月 ２７ 日定植单株花数较 ５ 月 ７ 日和 ６ 月 １３ 日定植

分别高 ３６．７％和 ４２．２％，说明中期定植的单株产量

最佳．
不同摘心处理相比，单株花数随摘心次数增加

而增加，在相同次数摘心下随摘心时间推迟而显著

降低，表现为 Ｐ ４＞Ｐ ２＞Ｐ １＞Ｐ ３，从多到少依次为 ３４１．４、
２５７．０、２４２．１、１９９．０ 朵．二次摘心单株花数显著大于

不摘心和一次摘心，二次摘心较不摘心提高 ２９．１％．
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两两之间互作效应明

显，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三因素互作效应

明显．
２ ３ ２ 花径 　 由表 ３ 可知，各品种（系） 间花径在

４６．０～５６．６ ｍｍ，除苏菊 １０ 号和 ＣＨ５⁃１３ 之间花径无

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品种（系）间花径差异显著．苏菊

１２ 号花径较苏菊 １３ 号、ＣＨ１⁃４４、ＣＨ５⁃１３ 和苏菊 １０
号依次高 ２．５％、１０．９％、１８．４％、１８．６％．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花径有显著差异，３
个定植期平均花径分别为 ５３．３、５２．１ 和 ４７．４ ｍｍ，表
现为 Ｄ２＞Ｄ３＞Ｄ１，５ 月 ２７ 日定植花径较 ６ 月 １３ 日和

５ 月 ７ 日定植分别大 ２．３％和 １１．１％，中期定植花径

最大，外观品质最佳．
摘心处理对各品种（系）花径有显著影响，４ 种

摘心处理花径依次为 ５２．６、５１．３、５０．２ 和 ４９．６ ｍｍ，表
现为 Ｐ ３＞Ｐ １，而 Ｐ ４、Ｐ ２的最小，且差异不显著，晚一次

摘心花径显著大于其余摘心处理，品种（系）、定植

期和摘心处理两两之间互作效应明显，品种（系）、

定植期和摘心处理三因素互作效应明显．
２ ３ ３ 单花鲜质量 　 由表 ３ 可知，５ 个品种（系）单
花鲜质量在 １．１～１．７ ｇ，除苏菊 １０ 号和 ＣＨ５⁃１３ 之间

单花鲜质量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品种（系）间单花鲜

质量差异显著．苏菊 １３ 号单花鲜质量较 ＣＨ５⁃１３、苏
菊 １０ 号、ＣＨ１⁃４４ 和苏菊 １２ 号依次高 ５．８％、７．８％、
３３．５％、３７．８％．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单花鲜质量有差异，
５ 月 ２７ 日和 ６ 月 １３ 日定植期单花鲜质量无显著差

异，但都显著大于 ５ 月 ７ 日定植处理，３ 个定植期单

花鲜质量分别为 １．５、１．５ 和 １．３ ｇ，６ 月 １３ 日定植单

花鲜质量较 ５ 月 ２７ 日和 ５ 月 ７ 日分别高 ４．０％和

１３．０％，晚期定植的各品种（系）单花鲜质量最大．
不同的摘心处理相比，单花鲜质量随摘心次数

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摘心次数下随摘心时间推迟

而显著增加，Ｐ ４和 Ｐ ３单花鲜质量无显著差异，Ｐ １和

Ｐ ２亦是，但前两者大于后两者．二次摘心单花鲜质量

显著大于不摘心和早一次摘心处理，二次摘心单花

鲜质量较不摘心提高 ５．５％．品种（系）、定植期和摘

心处理两两之间互作效应明显，品种（系）、定植期

和摘心处理三因素互作效应明显．
２ ３ ４ 一茬花鲜质量 　 由表 ４ 可知，５ 个品种（系）
一茬花鲜质量在 ６５．８ ～ ２８４．４ ｇ，除了苏菊 １３ 号与

ＣＨ５⁃１３，苏菊 １０ 号与苏菊 １２ 号之间一茬花鲜质量

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品种（系）间一茬花鲜质量差异

显著．‘苏菊１３号’一茬花鲜质量较ＣＨ５⁃１３、ＣＨ１⁃４４、

表 ３　 定植期和摘心模式对茶用菊新品种（系）产量构成因
素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ｉｎｃｈ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试验因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水平
Ｌｅｖｅｌ

单株花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花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ｐｅｒ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ｍ）

单花鲜质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ｓｓ
ｐｅｒ ｆｌｏｗｅｒ

（ｇ）
定植期 Ｄ１ ２２３．３ｂ ４７．４ｃ １．３ｂ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Ｄ２ ３５２．５ａ ５３．３ａ １．５ａ

Ｄ３ ２０３．９ｃ ５２．１ｂ １．５ａ
品种（系） Ｖ１ １７３．７ｃ ４６．１ｄ １．６ｂ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ｌｉｎｅ） Ｖ２ １３７．１ｄ ５６．６ａ １．１ｄ

Ｖ３ ２８９．７ｂ ５５．２ｂ １．７ａ
Ｖ４ ３５９．１ａ ５０．５ｃ １．２ｃ
Ｖ５ ３３９．９ａ ４６．２ｄ １．６ｂ

摘心模式 Ｐ１ ２４２．１ｂ ５１．３ｂ １．４ｂｃ
Ｐｉｎｃｈ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２ ２５７．０ｂ ４９．６ｃ １．４ｃ

Ｐ３ １９９．０ｃ ５２．６ａ １．５ａｂ
Ｐ４ ３４１．４ｄ ５０．２ｃ 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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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定植期和摘心模式对茶用菊新品种（系）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ｉｎｃｈ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试验因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水平
Ｌｅｖｅｌ

一茬花鲜
质量
Ｆｉｒｓｔ
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ｇ）

二茬花鲜
质量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ｇ）

单株产量
Ｆｒｅｓｈ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ａｓ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ｇ）

单位面积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ｋｇ·ｍ２）

定植期 Ｄ１ １３７．２ｂ ８３．３ｂ ２１１．６ｃ ０．８ｃ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２ １９５．２ａ １５７．７ａ ４０５．１ａ １．６ａ
ｄａｔｅ Ｄ３ １７１．４ａ ８３．１ｂ ２５６．８ｂ １．０ｂ
品种（系） Ｖ１ ８１．８ｃ １１９．７ｂ ２０８．１ｄ ０．８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Ｖ２ ６５．８ｃ ５３．９ｄ １５８．０ｅ ０．６ｅ
（ｌｉｎｅ） Ｖ３ ２８４．４ａ ９６．６ｃ ３６８．０ｂ １．４ｂ

Ｖ４ １３４．３ｂ １４４．８ａ ２７１．４ｃ １．１ｃ
Ｖ５ ２７３．３ａ １２５．３ｂ ４５０．４ａ １．８ａ

摘心模式 Ｐ１ １５５．１ｂ ９２．６ｂ ２６５．３ｂ １．０ｂ
Ｐｉｎｃｈｉｎｇ Ｐ２ １５９．７ｂ １０２．４ｂ ２６５．０ｂ １．０ｂ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３ １２６．０ｃ ９５．６ｂ ２３２．２ｃ ０．９ｃ

Ｐ４ ２３１．０ａ １４１．５ａ ４０２．２ａ １．６ａ

苏菊 １０ 号和苏菊 １２ 号依次高 ３． ９％、 ５２．８％、
７１．３％、７６．９％．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一茬花鲜质量有差

异，从大到小依次为 １９５．２、１７１．４ 和 １３７．２ ｇ，表现为

Ｄ２＞Ｄ３＞Ｄ１，５ 月 ２７ 日定植一茬花鲜质量较 ６ 月 １３
日和 ５ 月 ７ 日定植依次高 １２．２％和 ２９．７％，５ 月 ２７
日定植能够显著增加各品种（系）一茬花鲜质量．

不同的摘心处理相比，一茬花鲜质量随摘心次

数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摘心次数下随摘心时间推

迟而显著减少，大小依次为 ２３１．０、１５９．７、１５５．１ 和

１２６．０ ｇ，二次摘心一茬花鲜质量显著大于不摘心和

一次摘心处理，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两两

之间互作效应明显，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

三因素互作效应明显．
２ ３ ５ 二茬花鲜质量 　 由表 ４ 可知，５ 个品种（系）
二茬花鲜质量在 ５３． ０ ～ １４５． ０ ｇ，除苏菊 １０ 号和

ＣＨ５⁃１３ 之间二茬花鲜质量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品种

（系）间二茬花鲜质量差异显著．ＣＨ１⁃４４ 二茬花鲜质

量较 ＣＨ５⁃１３、苏菊 １０ 号、苏菊 １３ 号和苏菊 １２ 号依

次高 １３．５％、１７．３％、３３．３％、６２．８％．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二茬花鲜质量有差

异，大小依次为 １５７．７、８３．３ 和 ８３．１ ｇ，５ 月 ２７ 日定植

二茬花鲜质量显著大于 ５ 月 ７ 日和 ６ 月 １３ 日处理，
依次高 ４７．２％和 ４７．３％，５ 月 ２７ 日定植能够显著增

加各品种（系）二茬花鲜质量．
不同的摘心处理相比，二茬花鲜质量随摘心次

数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摘心次数下随摘心时间推

迟而减少，大小依次为 １４１．５、１０２．４、９５．６ 和 ９２．６ ｇ．
二次摘心二茬花鲜质量显著大于不摘心和一次摘

心，品种（系）、定植期之间互作效应明显．
２ ３ ６ 单株产量 　 由表 ４ 可知，５ 个品种（系）单株

产量在 １５８．０ ～ ４５１．０ ｇ，且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ＣＨ５⁃１３ 单株产量较苏菊 １３ 号、ＣＨ１⁃４４、苏菊 １０ 号

和苏菊 １２ 号依次高 １８．３％、３９．８％、５３．８％、６４．９％．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单株产量有显著差

异，从大到小依次为 ４０５．１、２５６．８ 和 ２１１．６ ｇ，表现为

Ｄ２＞Ｄ３＞Ｄ１，５ 月 ２７ 日定植单株产量较 ６ 月 １３ 日和

５ 月 ７ 日定植依次高 ３６．６％和 ４７．８％，５ 月 ２７ 日定

植增加各品种（系）单株产量的作用最显著．
不同的摘心处理相比，单株产量随摘心次数的

增加先减小再增大，在相同摘心次数下随摘心时间

推迟而显著减少，大小依次为 ４０２．２、２６５．３、２６４．９ 和

２３２．２ ｇ．二次摘心单株产量显著大于不摘心和一次

摘心，二次摘心单株产量较不摘心提高 ３４．０％．品种

（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两两之间互作效应明显，
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处理三因素互作效应明显．
２ ３ ７ 单位面积产量 　 由表 ４ 可知，５ 个品种（系）
株高在 ０．６ ～ １．８ ｋｇ·ｍ－２，且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ＣＨ５⁃１３ 单位面积产量较苏菊 １３ 号、ＣＨ１⁃４４、苏
菊 １０ 号和苏菊 １２ 号依次高 １７．９％、３９．５％、５１．７％、
６４．７％．

不同定植期下各品种（系）单位面积产量有显

著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 １．６、１．０ 和 ０．８ ｋｇ·ｍ－２，表
现为 Ｄ２ ＞Ｄ３ ＞Ｄ１，５ 月 ２７ 日定植单位面积产量较 ６
月 １３ 日和 ５ 月 ７ 日定植依次高 ３６．７％和 ４８．５％，５
月 ２７ 日定植各品种（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

不同的摘心处理相比，单位面积产量随摘心次

数的增加而增加，在相同摘心次数下随摘心时间

推迟而显著减少，二次摘心单位面积产量为 １． ６
ｋｇ·ｍ－２，显著大于不摘心和一次摘心，二次摘心单

位面积产量较不摘心提高 ３４．８％．品种（系）、定植期

和摘心处理两两之间互作效应明显，品种（系）、定
植期和摘心处理三因素互作效应明显．

３　 讨　 　 论

定植期对茶用菊的株高、冠幅和单株花数都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早定植‘滁菊’的株高、冠幅和单

株花数都显著高于晚定植处理，过晚定植会导致

‘滁菊’产量减少［７］ ．
本试验中 ３ 个定植期相比，以第二个定植期的

菊株在盛花期的株高和冠幅表现最佳．植物干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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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器官的分配比例在不同发育时期有较大差

异［９］ ．早定植的菊株营养生长时间长，茎枝后期木质

化明显，中下部叶片老化、衰退，影响光合产物的积

累；晚定植的菊株在前期生长经历 ７—８ 月的高温辐

射，加快了功能叶的衰老，生长受到抑制，造成产量

减小［１０］ ．中期定植（５ 月 ２７ 日）的菊株经过前期生长

对高温抵抗力增加，在花期植株未见明显衰老特征，
各项产量指标均达到最大值，产量最高．这与于云霞

等［７］研究滁菊不同定植模式的结果一致．
摘心能去除顶端优势，降低植株株高，促使植株

矮壮，减少倒伏，增加了分枝数、冠幅、有效叶片数和

单株花数，有利于光合产物的合成［５，７，１１－１３］ ．
本试验中随摘心次数增加，株高降低，冠幅增

大，单株花数增加，单株和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在 ５
月 ２７ 日定植的摘心试验中，随着一次摘心次数的推

迟，单株花数和产量有增加的趋势，随时间推迟，主
茎充分伸长，分枝数量会增加，但摘心时间对产量的

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二次摘心在一次摘心的基础

上，增加了二级分枝的枝长和数量，冠幅随之增大，
从而增加了单株花数和产量．这与于云霞等［７］ 在滁

菊摘心上的研究结果一致．更多次摘心处理对改善

农艺性状和增产是否有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三因素试验中，不同品种（系）间株高、冠幅、

单株花数、花径、单花鲜质量、一茬花鲜质量、二茬花

鲜质量、单株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异，采用高产品种可以显著调节群体质量性状，这
与不同学者在玉米上的研究结果［１４－１５］ 基本一致．
ＣＨ５⁃１３、苏菊 １３ 号为高产品种（系），产量较其余品

种（系）高，ＣＨ１⁃４４ 和苏菊 １０ 号产量次之，苏菊 １２
号产量最少；苏菊 １３ 号、ＣＨ５⁃１３、苏菊 １０ 号花期较

其余品种（系）早，可选为早花品种（系）．在生产中

可选择适合地方栽培条件和消费习惯的品种（系），
充分发挥品种（系）优势．

综上所述，品种（系）、定植期和摘心方案，两两

之间互作和三因素互作对茶用菊生长和产量影响显

著，对茶用菊生长和产量影响作用大小顺序为：定植

期＞品种 ＞摘心． ＣＨ５⁃１３、苏菊 １３ 号是高产品种

（系）．采用 ５ 月 ２７ 日的中期定植（株行距为 ４０ ｃｍ×
４０ ｃｍ），定植后 １４ ｄ 摘心一次，２８ ｄ 后再摘心一次

的栽培措施，使各茶用菊品种（系）获得的产量最

高，可在新品种的推广上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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