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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筛选出适宜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种植的蚕豆品种,推动高寒阴湿区蚕豆品种更新换代,为种

植户选择蚕豆品种提供参考,开展了蚕豆新品种引进筛选试验,结果表明青蚕14、临蚕15号产量高、农艺

性状稳定,适合在当地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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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screening suitable for Gansu Gannan tan county of broad bean varieties, promote cold wet area 

bean varieties, provide reference for farmers to choose bean varieties, carried out the new varieties introduced 

screening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silkworm 14,15 high yield, stable agricultural traits, suitable for 

promotion in the local larg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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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在临潭县种植历史悠久,是临潭县主要的经济作物和

粮食作物,是种植户增收的支柱产业,随着产业发展优惠政策

的落实及种植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临潭县蚕豆播种面积逐年

增加,生产稳步增长,产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常年种植面积达

5.5万亩以上,笔者采用地膜覆盖种植模式,选择6个蚕豆品种进

行试验。 

本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筛选出适宜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种

植的蚕豆品种。通过对不同品种的蚕豆进行试验,比较其生育

期、抗逆性、农艺性状和产量等方面的表现,为种植户选择蚕豆

品种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临潭县蚕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也希望通过推广优良品种,提高蚕豆的产量和品质,增加种植户

的收入,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点 

试验地位于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流顺镇,属高寒阴湿区,海

拔2610米,年均气温3.2C°,无霜期90天左右,年降水量550毫米

左右,降雨集中在每年5月至9月,7月最多。试验地土层深厚,肥

力中等,土壤类型为黑垆土,前茬作物为小麦。这样的土壤条件

为蚕豆的生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2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为临蚕10号、临蚕11、临蚕13(小蚕豆)、临蚕

14、临蚕15(CK)、青蚕14共6个品种。地膜规格为黑膜厚

0.01mm、宽1.2m。选择黑色地膜是考虑到其在保温、保湿、

抑制杂草生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为蚕豆的生长创

造更好的环境。 

1.3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5m×6m=30㎡,

每小区铺3行地膜,用幅宽1.2m的黑色地膜覆盖,覆膜后膜面宽

1m,膜与膜间距50cm,每膜播种4行,适时播种,小区四周设保护

行。施入商品有机肥200公斤/亩、结合整地作为基肥一次性施

入土壤,其他管理同当地大田。这种设计可以有效地减少试验误

差,提高试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表1  不同蚕豆品种生育时期 

参试品种 播种期(月/日) 出苗期(月/日) 开花期(月/日) 始荚期(月/日) 收获期(月/日) 生育期(天)

临蚕10号 4月6日 5月6日 6月15日 7月13日 8月25日 141

临蚕11号 4月6日 5月3日 6月13日 7月10日 8月26日 142

临蚕13号 4月6日 5月1日 6月16日 7月10日 8月18日 134

临蚕14号 4月6日 5月3日 6月17日 7月11日 8月23日 139

临蚕15号 4月6日 5月3日 6月14日 7月12日 8月22日 138

青蚕14号 4月6日 5月2日 6月16日 7月13日 8月26日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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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蚕豆品种抗逆性 

参试品种 抗旱性 抗寒性 抗病性

病害发生情况

倒伏率(%)

根腐病

临蚕10号 92% 较强 较强 抗病 10% 6%

临蚕11号 92% 较强 较强 抗病 10% 5%

临蚕13号 95% 较强 较强 抗病 10% 5%

临蚕14号 93% 较强 较强 抗病 10% 7%

临蚕15号 93% 较强 较强 抗病 10% 7%

青蚕14号 93% 较强 较强 抗病 10% 7%

出苗率(%)

 

表3 不同蚕豆品种农艺性状 

参试品种 株高(cm) 有效分枝数(个) 结荚数(个) 籽粒数(颗) 百粒重(g) 籽粒颜色

临蚕10号 120 2 7 165 白色

临蚕11号 120 2 8 163 白色

临蚕13号 112 3 10 120 白色

临蚕14号 123 2 8 170 白色

临蚕15号 119 2 9 172 白色

青蚕14号 125 2 9 175 白色

28

29

30

29

30

32

 

表4  不同蚕豆品种的产量 

参试品种

小区产量(kg/30㎡)

亩产量(kg) 位次

Ⅰ Ⅱ Ⅲ 平均

临蚕10号 10.2 9.3 9.5 10 222.3 5

临蚕11号 10.5 11.7 10.8 11 244.5 3

临蚕13号 9 9.5 9.7 9.4 209 6

临蚕14号 9.8 10 11.7 10.5 233.5 4

临蚕15号 11.5 11 12.3 11.6 258 2

青蚕14号 12 12.6 11.4 12 266.8 1

 

1.4测定、记载项目与方法 

记载生育期、出苗率、倒伏率、病害发生情况等。成熟期

每个品种的每个处理中随机取20株,测定株高(cm)、分枝数、结

荚数、籽粒数、百粒数,按小区单收单打,计算产量,并进行方差

分析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生育期 

表5 产量方差分析表 

变异来源

区组间

处理间

误差

总变异

DF SS MS F F F

2 0.48 0.24 0.5 4.1 7.56

5 16.16 3.23 6.78 3.33 5.64

10 4.77 0.48

17 21.41

0.05 0.01

 

参试品种生育期如表1所示,临蚕13号相对早熟,其他品种

和对照成熟期差别不大。这表明在临潭县的气候条件下,不同蚕

豆品种的生育期存在一定的差异。临蚕13号的早熟特性可能使

其在种植安排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提前收获,为后续的种植

或其他农业活动提供更多的时间。而其他品种的生育期较为接

近,这也为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提供了更多的参考。 

2.2抗逆性 

各参试品种都出苗整齐,未发生冻害,根腐病轻度发生,各

品种倒伏都不严重。经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表明,区组间差异不

显著,品种间差异性极显著。这说明在临潭县的环境条件下,这

些参试品种在抗逆性方面表现较为一致,但在品种之间仍存在

一定的差异。例如,在抗旱性方面,各品种都表现出较强的能力,

这可能与临潭县的年降水量相对较多有关。同时,抗寒性较强也

使得这些品种能够适应临潭县的高寒气候。然而,虽然根腐病轻

度发生,但不同品种之间的抗病性仍存在差异,这需要在后续的

种植过程中加强病害防治。 

2.3农艺性状和产量 

如表3所示临蚕13号、临蚕15号株高比较低,临蚕13号株高

最低为112cm,青蚕14号、临蚕14比较高,青蚕14号最高为190cm。

如表4、表5所示,经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表明,区组间差异不显

著,品种间差异性显著,青蚕14号最高为266.8公斤,临蚕13号最

低为209公斤。 

总之,临蚕15号、青蚕14号产量高、农艺性状稳定,结合我

县气候因素,可以在我县大面积推广,但在收获时要注意避开连

续阴雨天气,雨天连续一周以上,会影响产品品质。 

3 临潭县蚕豆产业发展策略 

3.1新品种推广与应用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观

摩等方式,向种植户介绍这两个品种的优势和种植技术。例如,

可以邀请农业专家深入乡村,为种植户讲解青蚕14号和临蚕15

号的特点和栽培要点,提高种植户的认知度。其次,建立示范基

地。在临潭县不同区域建立示范基地,展示这两个品种的良好表

现,让种植户亲眼看到其优势。示范基地可以采用科学的种植管

理方法,如合理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为种植户提供参考。同时,

提供技术支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分片包干到乡镇,深入田间地

头,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在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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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环节,及时为种植户解决遇到的问题。此外,还可以与种子

企业合作,确保优质种子的供应。通过与种子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保证青蚕14号和临蚕15号种子的质量和数量,满足种植户的需

求。最后,给予政策扶持。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对种植青蚕

14号和临蚕15号的种植户给予一定的补贴,如种子补贴、化肥补

贴等,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 

3.2合作社带动模式 

以临潭县蚂蚁生态农场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临潭县昌

顺种养殖农民合作社、临潭县林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这三家合作社联合种植蚕豆,实现了规模化种植和机械化作业。

通过流转闲置土地,扩大了种植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

合作社购置了覆膜点播一体机和收割一体机等农业机械,实现

了从种植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

本。例如,今年三家合作社在城关镇种了1200多亩蚕豆,引进青

海的大蚕豆,全部采用机械化耕作,购置了六台覆膜点播一体机

和两台收割一体机,大大提升了效益,节约人工工资50多万元,

带动群众在合作社打工收益30多万元,带动群众有70多户。在发

展过程中,合作社还带领广大群众“抱团”发展,积极推广青蚕

14号和临蚕15号等优良品种,提高了蚕豆的产量和品质。同时,

合作社与企业签订销售合同,解决了种植户的销售难题,实现了

农民增收有保障、联合社发展有收益的双赢局面。 

3.3政府与企业帮扶 

政府和企业在临潭县蚕豆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

府方面,通过出台产业发展优惠政策、提供技术支持、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式,为蚕豆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例如,政

府为种植户免费提供种子、地膜、有机肥等农资,组织农业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和

种植水平。同时,政府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了交

通、水利等条件,为蚕豆的运输和灌溉提供了便利。企业方面,

可以通过与合作社合作、建立生产基地、开展订单农业等方式,

参与蚕豆产业发展。例如,企业与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保证了

蚕豆的销售渠道,稳定了市场价格。企业还可以投资建设蚕豆加

工厂,提高蚕豆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此外,企业还可以为种植

户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帮助种植户扩大种植规模,提高种

植效益。 

总之,本次蚕豆新品种引进筛选试验为临潭县的蚕豆种植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临潭县蚕豆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创新,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蚕豆的产量和品

质,推动蚕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当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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