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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皇菊属多年生宿根草本菊科植物，是一种平瓣

小菊品种。金丝皇菊个大形美、花香浓郁、口感甘甜，

不仅含有多种药物成分，而且营养素成分齐全，具有极

高的饮用、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被誉为菊花中的精

品。有研究表明，金丝皇菊中功能成分黄酮和多糖含量

分别为 3.97%和 5.91%，多糖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品种菊

花，有助于降血糖、抗衰老、抗肿瘤；含有 17种氨基

酸，氨基酸总量为 10.69%，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

33.2%，含有其他品种菊花罕有的半必需氨基酸胱氨酸；

六种维生素有检出，烟酰胺和VE含量丰富，其VE含量

与坚果中含量相当；含有 12种矿物质元素，其含量与

《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绿茶相当。金丝皇菊作为药材性

味甘、凉，不仅具有清热燥湿、清热解毒、清肝明目和

平抑肝肺的功效，还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发挥良

好的抗炎作用，增强人的体质，延年益寿，对眩晕、头

痛、耳鸣有防治作用。

金丝皇菊喜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和阳光充足的环

境，耐寒却怕热，喜水却怕涝。惠州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全年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日照适宜、土壤肥沃，

在惠州地区金丝皇菊一年可实现两次开花。在惠州种植

金丝皇菊大有可为。

目前，惠州金丝皇菊种植仍处于引种的起步阶段，

在博罗有少量种植，栽培技术较为粗放，产品产量和质

量难以保证。本试验通过研究两种种植密度对金丝皇菊

生长的影响，筛选出适合惠州金丝皇菊栽培的种植密

度，确保金丝皇菊提质增效，进而指导金丝皇菊的大田

生产。

一、材料与方法
（一）试验地概况

在惠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地种植。前茬未种植

菊花。土壤为沙壤土，pH值 5.87，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9.62。土壤中各种养分含量分别为：总氮（N）0.5g·kg-

1，总磷（P）0.5g·kg-1，总钾（K）10.8g·kg-1，有

效氮 50mg·kg-1，有效磷（P）61.3mg·kg-1，速效钾

（K）121.0mg·kg-1，交换性镁（Mg）63.7mg·kg-1，

交换性钙（Ca）1688mg·kg-1 ；各种重金属含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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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铅（Pb）55.9mg·kg-1，汞（Hg）0.00791mg·kg-1，

砷（As）1.39mg·kg-1， 镉（Cd）0.0644mg·kg-1， 铬

（Cr）21.0mg·kg-1，铜（Cu）9.42mg·kg-1，锌（Zn）

69.1mg·kg-1，镍（Ni）5.98mg·kg-1，检测的土壤中重

金属含量均符合GB15618-2018 标准。

（二）供试材料

1.供试植物。供试植物为金丝皇菊。

2.供试肥料。试验肥料为生物有机肥（有机质

≥ 40%，有效活菌数≥ 0.20 亿/克）、过磷酸钙（含

P2O512%）、 复 合 肥（N ∶ P2O5 ∶ K2O=16 ∶ 1 ∶ 16）、

中 量 元 素 肥（ 含CaO16%、MgO5.5%，SO345%，

K2O13%）、 硫 酸 钾（ 含K2O52%）、 磷 酸 二 氢 钾（ 含

P2O5 ≥ 52％、K2O≥ 34.02%）。

（三）试验设计

设置 2个处理：T1（CK，常规密植）：一畦三行种植

法，株行距为 40cm×40cm，亩植约 3000 株；T2（合理

密植）：一畦两行种植法，株行距为 40cm×60cm，亩植

约 2000 株。不设重复。

（四）试验过程与田间管理

1.整地。在耕地前撒施生物有机肥 1000kg、过磷酸

钙 200kg，肥料随土深翻施用。整地时将土耙细作畦，畦

宽 150cm（包沟），畦面间沟宽 30cm、深 30cm。每个小

区长度为 6.3m，宽度为 4.5m，小区面积为 28.35m2。

2.移栽。2021 年 3月 20 日进行移栽。移栽后及时查

漏补缺。

3.剪苗。6月 15日进行剪苗，剪苗高度为 3cm以下。

4.追肥。苗期结合剪枝追施复合肥两次，于剪苗后 1

个月亩施复合肥 7.5kg，剪苗后 2个月亩施复合肥 10kg。

孕蕾期追肥两次，现蕾后即亩施复合肥 15kg+中量元素

肥 5kg，15d后再亩施复合肥 5kg+中量元素肥 2.5kg+硫

酸钾 1.5kg。孕蕾期根外追肥两次，现蕾 10d后叶面喷施

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隔 7d后再喷施一次。

5.水分管理。春季要少浇水，防止幼苗徒长，要看

苗浇水。夏季高温季节，宜经常浇水。秋季干旱季节，

及时浇水抗旱。若雨量过多，及时排水。追肥后及时浇

水。避免大水漫灌和淋浇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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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病虫害防治。栽培期间注意防治病害、虫害。用吡

蚜酮、阿维菌素、虫螨腈、多菌灵、百菌清、代森锰锌

防治蚜虫、白粉虱、褐斑病等病虫害。

（五）调查方法

记录移栽期、现蕾期、初花期、盛花期、末花期，

于花芽分化期调查 10株菊株的茎粗、株高、冠幅，于盛

花期调查 5株菊株的最高分枝、有效分枝、花径、百花

鲜重、花数。每次采摘后称量菊花的鲜重。

二、结果与分析
（一）两种种植密度对金丝皇菊生育期的影响

本试验金丝皇菊于 3月 20 日移栽，由于种植时间较

迟，未能赶上上半年花期。经过 6月份的剪苗处理后，

T2处理于 9月 26 日开始现蕾，初花期为 11月 2日，盛

花期为 11月 16 日，末花期为 12月 10 日，与T1（CK）

处理相同，具体见表 1。两个处理的移栽期、现蕾期、初

花期、盛花期、末花期均相同，说明种植密度对金丝皇

菊的生育期并没有产生影响。

表 1  各处理生育期表

处理
移栽期

（月/日）

现蕾期

（月/日）

初花期

（月/日）

盛花期

（月/日）

末花期

（月/日）

T2 3/20 9/26 11/2 11/16 12/10

T1（CK） 3/20 9/26 11/2 11/16 12/10

（二）两种种植密度对金丝皇菊经济性状和产量、

外观品质的影响

T2处 理 茎 粗 为 5.95mm， 株 高 为 58.3cm， 冠 幅

为 73.1cm，T1（CK） 处 理 茎 粗 为 5.48mm， 株 高 为

52.1cm，冠幅为 62.9cm，T2 处理的茎粗、株高、冠幅

均优于T1（CK）处理。T2处理单株最高分枝为 20枝，

与T1（CK）处理相当，由于T2处理单株有效分枝为 15

枝，高于T1（CK）处理，故T2处理有效分枝率（75%）

高于T1（CK）处理（65%）。T2 处理金丝皇菊的花径

为 7.56cm，百花鲜重为 337.39g，单株花数 226.7 朵，

T1（CK）处理金丝皇菊的花径为 7.13cm，百花鲜重为

276.28g，单株花数 163.0 朵，T2 处理金丝皇菊的花径、

百花鲜重、单株花数均优于T1（CK）处理。如图 1所

示，T2处理茎粗、株高、冠幅、单株有效分枝、有效分

枝率、花径、百花鲜重、单株花数均比T1（CK）处理的

高，种植密度的大小直接影响金丝皇菊的产量因子和外

观品质因子。合理密植比常规密植单株有效分枝多、单

株开花多，而且花朵大且重，外观品质好。

各处理产量分析（见表 2）结果表明，T2处理金

丝皇菊的亩产为 1112.81kg，T1（CK）处理金丝皇菊的

亩产为 870.12kg，与T1（CK）处理相比，T2处理增产

242.69kg，增产 27.89%。这充分说明了合理密植金丝皇

菊比常规密植产量高。

表 2  各处理产量分析表

处理
小区总产量

（kg）
折亩产（kg） 比CK±（kg） 比CK±（%）

T2 47.32 1112.81 242.69 27.89

T1（CK） 37.00 870.12 / /

三、讨论与结论
在本试验中，金丝皇菊合理密植比常规密植产量

高、外观品质好，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种植密

度影响作物光合效率。常规密植致使冠层的菊枝过密，

造成下部枝条多荫寡照，生长不良，花小、畸形，甚至

有小部分枝条不能正常现蕾、开花，形成无效分枝，而

合理密植可充分利用光源，光合效率高；第二，种植密

度影响作物水肥供应。常规密集致使水肥供应不足，植

株吸收养分和水分有限，菊花生长受到限制，导致花朵

较小、较轻，而合理密植则能大大满足菊花对养分和水

分的需求，促使花朵膨大。

种植密度在作物栽培中一直是重要的技术参数。合

理的种植密度可增加作物产量、提高外观品质。在本栽

培模式中，亩植 2000 株较亩植 3000 株更能发挥惠州金

丝皇菊增产增效的潜力，适合惠州金丝皇菊的栽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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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处理金丝皇菊的经济性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