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栽培技术

槟榔（ L.）为棕榈科常绿乔木，是我国

四大南药之一，因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较高而受到海南省

农民的青睐。但槟榔非结果期较长，在管理较佳的情况

下 4~5 年开花结果，而其植株的株行距一般为 1.5m伊
1.5m耀3.0m伊3.0m[1,2]。在槟榔幼龄期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

且还会浪费大量的土、热、光资源以及田间除草等费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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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本文采用盆栽的方法，通过设置槟榔幼苗单作、槟榔幼苗间作“天府 11 号”花生、槟榔幼苗间作“冀油 4 号”花生、“天府 11
号花生”单作、“冀油 4 号”花生单作 5 种处理方式，研究槟榔幼苗和花生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槟榔单作和槟榔幼苗间作花生处理

下，槟榔幼苗的苗高、叶宽、叶长的生长变化量均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槟榔单作处理下槟榔苗主茎周长的生长量显著大于槟榔幼

苗间作“冀油 4 号”花生处理下的主茎周长的生长量。“冀油 4 号”单作处理下其地上部鲜重、饱果数和秕果数显著大于槟榔幼苗间

作“冀油 4 号”花生的地上部鲜重、饱果数和秕果数；“天府 11 号”花生单作处理下其单株芽果数显著低于槟榔幼苗间作“天府 11
号”花生的芽果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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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areca seedling intercropping peanut on the growth of the areca seedling and peanut were studied by pot
culture with 5 treatments, such as monocropping of areca seedling, areca seedling intercropping TF11 peanut, areca
seedling intercropping JY4 peanut, monocropping of TF11 peanut and monocropping of JY4 pean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mong the seedling height, leaf width and leaf length by monocropping of areca
seedling and areca seedling intercropping peanut treatments. However, under areca seedling plant treatment, the main stem
circumference of areca seedling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it at areca seedling intercropping JY4 peanut
treatment. Under monocropping of JY4 peanut treatment, the shoot fresh weight, plant fruit numbers and the blighted fruit
No. per plant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of them at areca seedling intercropping JY4 peanut treatment. Under
monocropping of TF11 peanut treatment, the sprouted fruit No. per plant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of it at areca
seedling intercropping TF11 pea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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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编号 供试作物（花生、槟榔） 备注

B-0 “热研一号” 单作

JY4 -B “冀油 4 号”“热研一号” 间作

TF11-B “热研一号”“天府 11 号” 间作

JY4-0 “冀油 4 号” 单作

TF11-0 “天府 11 号” 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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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寻求一种适宜槟榔幼龄期的间作物极为重要。

花生（ L.）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4,5]，

是调整农业结构的优势作物，有花生间作的报道较多[6,7]。

海南省一直都有种植花生的传统习惯，但是在大量种植

槟榔、椰子、芒果等经济作物的情况下，花生的种植面积

逐年下降[8]。近年来，海南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幼龄槟榔园

作花生，但是所用的花生多为农家自留种，没有考虑间作

的花生品种。幼龄槟榔园间作花生品种对槟榔幼苗和花

生生长的影响尚不清楚。本文研究槟榔幼苗间作两个花

生品种对槟榔幼苗生长量花生株体性状以及生产性能的

影响，旨在今后为农民选择适宜幼龄槟榔种植的花生品

种提供指导和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花生品种为“冀油 4 号”和“天府 11 号”。

供试槟榔品种为“热研 1 号”。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海南省文昌市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

所育苗基地进行，实验土壤为红壤沙土，掺混有机肥后，

供试土壤有机质为 1.10%、碱解氮 42.1mg/kg、有效磷

7.8mg/kg、速效钾 56.9mg/kg。试验设 5 个处理，具体处理

方式见表 1。槟榔单作的每盆（28cm伊26cm）移栽 2 叶槟

榔幼苗 1 株，花生单作的每盆种 3 株花生，槟榔幼苗间作

花生的种植槟榔 1 株、花生 2 株，每个处理 4 次重复。在花

生播种到土壤中 8d 以后将槟榔幼苗移栽到种植盆里面。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在花生的花期和收获期分别测定槟榔幼苗的苗高、

叶宽、叶长和周长，用直尺进行人工测量，其中测定的叶

片是从下往上数的第一片叶子，周长的测定采用绳子围

绕一圈后，再用直尺测量绳子长度。花生收获后考察花生

的主茎高、侧枝长、分枝数、结果枝数、饱果数、秕果数、芽

果数、烂果数，并测定其地上部鲜重、根部鲜重和鲜果重。

1.4 数据处理

用 Excel 进行数据处理和作图，用 SAS 9.1 统计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槟榔幼苗-花生间作对槟榔苗生长量的影响

通过槟榔苗的苗高、叶宽、叶长和主茎周长的变量

考察槟榔幼苗在花生花期和收获期的这两段时间内的生

长量。由表 2 可以看出，B-0、TF11-B、JY4-B 处理下，从

花生的花期到收获期的这段时间，槟榔幼苗的苗高、叶

宽、叶长的生长变化量均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 B 处理

下槟榔苗主茎周长的生长量显著大于 JY4-B 处理下的

槟榔苗主茎周长的生长量，而 TF11-B 处理下的槟榔苗

主茎周长的生长量与 B-0 处理下槟榔苗主茎周长的生

长量没有显著性差异。

2.2 槟榔幼苗-花生间作对花生株体性状的影响

花生单作和槟榔幼苗间作花生的处理下两个品种花

生收获后主要株体性状指标测定结果见表 3。TF11-B 和

TF11-0 两个处理下，天府 11 号的主要株体性状，如主茎

高、侧枝长、总分枝数、地上部鲜重、根部鲜重均没有显著

性差异 。

由表 3 还可以看出，JY4-0 处理下“冀油 4 号”花生

株体性状的平均值均大于 JY4-B 处理下的株体性状，但

是主茎高、侧枝长、总分枝数、根部鲜重没有显著性差异，

地上部鲜重达到了显著水平。

表 1 槟榔幼苗-花生间作实验处理

46



处理 主茎高（cm） 侧枝长（cm） 总分枝数

TF11-0 62.50±14.48a 65.50±18.98a 5.75±0.96b

TF11-B 67.23±19.50a 60.63±22.86a 4.67±2.31b

JY4-0 65.28±12.90a 82.87±8.63a 8.33±1.21a

JY4-B 51.72±10.61a 63.70±25.35a 6.09±1.73ab

单株地上部鲜重（g）

34.04±22.22b

32.21±28.48b

78.66±19.9a

47.23±9.22b

单株根部鲜重（g）

0.96±0.09b

1.53±0.37b

3.24±0.31a

2.49±1.70a

处理 单株结果枝数（个） 单株饱果数（个） 单株秕果数（个） 单株芽果数（个） 单株烂果数（个） 单株鲜果重（g）

TF11-0 4.75±0.96b 2.75±0.96bc 2.20±2.39b 0.40±0.55b 0.00±0.00a 6.77±1.56b

TF11-B 4.33±2.08b 4±1.73b 2.00±1.00b 3.00±2.00a 0.00±0.00a 10.83±5.43b

JY4-0 7.67±1.21a 12±2.61a 7.20±1.92a 0.43±1.13b 0.00±0.00a 48.70±10.99a

JY4-B 5.25±0.00ab 7.23±2.00b 3.54±1.53b 0.91±0.58ab 0.33±0.57a 32.46±13.74a

注：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 约0.05），下同。

花生生育期 处理 苗高（cm） 叶宽（cm） 叶长（cm） 周长（cm）

花期

B-0 13.15依1.6ab 2.85依0.02a 12.13依1a 2.13依0.19b

TF11-B 15.03依1.15a 2.93依0.09a 13.33依0.91a 2.50依0.17a

JY4-B 12.10依1.23b 1.95依0.09b 9.83依1.03b 1.90依0.22b

收获期

B-0 28.6依4.25ab 5.92依0.80a 15.62依0.80a 3.40依0.49a

TF11-B 31.03依3.14a 6.3依0.53a 17.2依0.79a 3.40依0.44a

JY4-B 22.87依4.21b 4.97依1.11a 14.5依3.12a 2.52依0.38b

变量

B-0 15.45依3.36a 3.07依0.76a 0.59依0.22a 1.27依0.32a

TF11-B 16.00依1.99a 3.37依0.78a 0.54依0.26a 0.90依0.36ab

JY4-B 10.77依3.87a 3.02依1.11a 0.44依0.16a 0.62依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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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槟榔幼苗-花生间作对花生生产性能的影响

花生单作和槟榔幼苗间作花生的处理下两个花生品

种收获后主要生产性能指标考察结果见表 4。TF11-B 和

TF11-0 两个处理下，“天府 11 号”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

如结果枝数、饱果数、秕果数、烂果数、鲜果重没有显著性

差异；而 TF11-0 处理下的花生单株芽果数显著低于

TF11-B 花生的。

由表 4 可以看出，JY4-B 和 JY4-0 处理下，“冀油 4

号”花生的主要产量指标中的结果枝数、芽果数、烂果数、

鲜果重没有显著性差异；而 JY4-0 处理下花生的单株饱

果数和单株秕果数显著高于 JY4-B 处理下的饱果数和

秕果数。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槟榔幼苗与两个品种花生间作，槟榔

幼苗的生长量（苗高、叶宽、叶长、周长）不完全相同，

B-0、TF11-B 处理下槟榔幼苗的生长量变化相同，而

TY4-B 下的槟榔幼苗主茎周长的生长量显著小于 B-0

处理下的主茎周长（见表 2）。可见，槟榔幼苗间作不同品

种的花生对槟榔幼苗生长量的影响不同，而寻求一种适

宜槟榔幼苗间作的花生品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不能抑

制槟榔幼苗的生长。

虽有研究报道，在槟榔根系周围的土壤培养下培养

72h 的花生的萌发率低于高温灭菌后土壤中花生的萌发

率[9]，但是在生产实际中，槟榔幼苗间作花生并非在一种

表 2 槟榔幼苗-花生间作模式对槟榔苗生长量的影响

注：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 约0.05）；下同。

表 3 槟榔幼苗-花生间作模式对花生株体性状的影响

表 4 槟榔幼苗-花生间作模式对花生生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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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环境下培养，并且槟榔幼苗间作花生时，通常会有一

定间距。而本研究发现 TF11-B、JY4-B、TF11-0、JY4-0

处理下，对 2 个花生品种的株体性状和生产性能指标的

影响不完全相同。TF11-B 和 TF11-0 处理下，“天府 11

号”的主要株体性状指标没有显著性差异；JY4-0 处理下

“冀油 4 号”花生地上部鲜重显著大于 JY4-B 处理下的

地上部鲜重，其余株体性状没有显著性差异。而 TF11-0

处理下的“天府 11 号”花生的单株芽果数显著低于

TF11-B 处理下花生的芽果果数，而 JY4-0 处理下“冀油

4 号”花生饱果数和秕果数显著高于 JY4-B 处理下花生

的饱果数和秕果数（见表 3 和表 4）。

间套作是一种能集约利用光、热、肥、水等自然资源

的种植方式[10]，在槟榔园选择恰当的间作物如花生还可

以改善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养分含量[11]。在耕地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花生与槟榔幼苗间作不仅可以充分

利用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也是解决海南花生种植

面积不足与耕地面积有限矛盾的有效途径[3]，而且间作模

式相对于单作来说，具有产值稳定、抑制杂草等优点[12]。

可见槟榔幼苗间作适合的花生品种不会抑制槟榔幼苗的

生长，并且间作的花生又能产生更高的效益，是一个很有

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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