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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提高蔬菜作物间套复种的经济效益，采用田间小区试验，研究甜玉米与蔬菜间套复种的８种
种植模式的产值效益。结果表明：甜玉米与不同蔬菜间套作的总产量和总产值均高于蔬菜单作；其中，２００４年２∶４
带型处理年总产值最高，平均比单作增加４９．１％；２００５年夏播模式２行甜玉米‖４行甘蓝／４行莴笋（２∶４带型）的经
济效益均高于其它处理，其作物总产值达到６７３７７元·ｈｍ－２，比当季蔬菜单作增加９６％；２００５年甜玉米间作蔬菜（２∶
４带型）的秋播模式２行萝卜‖１１行大蒜／２行莴笋模式总产值达６４６６７元·ｈｍ－２，比蔬菜单作增加１６１％，其年总产
值比蔬菜单作平均增加２９９．５％。说明甜玉米与不同蔬菜间套作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的经济效益，而２∶４带型的种
植模式可在蔬菜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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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套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集约种植技

术之一，它具有提高光、热、水、肥等资源利用效率、

防治病虫害、增加农业生产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

等优点，也是促进农作物高产、高效、持续增产的重

要技术措施之一［１－３］。随着间套作在农业生产中的

推广运用，粮菜间套作在农业中也逐步被推广和应

用［４－６］。甜玉米是适宜多熟种植的果蔬兼用型作

物，目前甜食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市场需求逐年

增加，然而有关甜玉米与蔬菜间套作种植经济效益

研究少见报道。而且，云南属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



山区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蔬菜间套作复种

模式在云南推广应用较少。为此，本研究立足云南

的地理条件与资源优势，利用以甜玉米与多种蔬菜

间套复种组合，充分利用云南得天独厚的光热水等

自然资源，解决农业发展中人多地少、粮经争地的矛

盾，探求一条更为适宜的间套复种方式，最大可能地

增加农民收益，为发展云南农业的多熟种植，开拓农

业多元化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在云南省通海县秀山镇
大树村进行，地理位置：北纬２４°０８′，东经１０２°４５′，海
拔１８１１ｍ，土壤肥力中等。试验设８个处理，３次重
复，２４个小区，小区面积为１０．５×３ｍ２，采用单因素
随机区组设计。

Ａ：１行甜玉米‖４行甘蓝／４行莴笋—苕子‖２
行甜脆豌豆／荞麦→１行甜玉米‖４行甘蓝／４行莴
笋—１行萝卜‖８行洋葱／１行莴笋（带型１∶４，带宽２
ｍ）；

Ｂ：２行甜玉米‖４行甘蓝／４行莴笋—苕子‖２
行甜脆豌豆／荞麦→２行甜玉米‖４行甘蓝／４行莴
笋—２行萝卜‖８行洋葱／２行莴笋（带型 ２∶４，带宽
２．３ｍ）；

Ｃ：２行甜玉米‖６行甘蓝／６行莴笋—苕子‖３
行甜脆豌豆／荞麦→２行甜玉米‖６行甘蓝／６行莴
笋—２行萝卜‖１２行洋葱／２行莴笋（带型２∶６，带宽
３．１ｍ）；

Ｄ：１行甜玉米‖４行辣椒—苕子‖２行甜脆豌
豆／荞麦→１行甜玉米‖４行辣椒— １行萝卜‖１１
行大蒜／２行莴笋（带型１∶４，带宽２ｍ）；

Ｅ：２行甜玉米‖４行辣椒—苕子‖２行甜脆豌
豆／荞麦→２行甜玉米‖４行辣椒—２行萝卜‖１１大
蒜／２行莴笋（带型２∶４，带宽２．３ｍ）；

Ｆ：２行甜玉米‖６行辣椒—苕子‖３行甜脆豌
豆／荞麦→２行甜玉米‖６行辣椒—２行萝卜‖１８行
大蒜／２行莴笋（带型２∶６，带宽３．１ｍ）；

Ｇ：甘蓝—莴笋—甜脆豌豆→甘蓝—莴笋—甜
脆豌豆（对照）；

Ｈ：辣椒—甜脆豌豆→辣椒—甜脆豌豆（对照）。
其中，“→”表示隔年种植；“—”表示年内复种；

“‖”表示间作；“／”表示套作。
１．２ 作物种植

种植规格（株距ｃｍ×行距 ｃｍ）：玉米１５×３０；甘
蓝３０×４０；辣椒４０×４０；莴笋３０×４０；甜脆豌豆１５×

６０；萝卜 ３０×３０；洋葱 ２０×２０；大蒜 １０×１２；苕子按
９０ｋｇ·ｈｍ－２种植于收获后的玉米行及两边各 ３０ｃｍ
处；荞麦按１５０ｋｇ·ｈｍ－２种植于收获后的苕子行内。

供试品种：选用当地销售较好的品种。甜玉米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用改良 ６号，甘蓝（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用中甘１１号，辣椒（ＣａｐｓｉｃｕｍａｎｎｕｕｍＬ．）用通海
细辣椒，莴笋（ＬａｃｔｕｃａｓａｔｉｖａＬ．）用四季圆叶，甜脆豌
豆（Ｐｉｓｉｎ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Ｌ．）用日本矮种，苕子（Ｖｉｃｉａｄａｓｙ
ｃａｒｐａ）用光叶紫花苕，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ｍｉｌｌ）品种为
苦荞，洋葱（Ａｌｌｉｕｍｃｅｐａ．Ｌ．）用红皮洋葱，大蒜（Ａｌｌｉ
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Ｌ．）用紫皮蒜，萝卜（Ｒａｐｈｍｌｎｕ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
用日本耐病总太。

栽培措施：各处理均采用塑料薄膜覆盖、中等施

肥方式，肥料用过磷酸钙、尿素、碳酸氢氨、复合肥、

鸡粪和精制有机肥作为基肥和追肥；病虫害防治采

用农药常规防治法。

１．３ 观测项目与方法

甜玉米经济产量：每个小区选取固定观测的 ８
株玉米，收获后计算单穗裸穗鲜重，按面积折算经济

产量，并按当年销售价格折算经济效益。

其它蔬菜：按收获时间收获经济产量，按小区面

积折算经济产量（ｋｇ·ｍ－２），并按当年销售价格折算
经济效益（元·ｈｍ－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间套复种模式作物产量比较

研究根据不同间套复种模式同一作物于当年收

获的总经济产量，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从表１看，２００４年甜玉米与甘蓝、莴笋、甜脆豌

豆间作的产量与对照 Ｇ、Ｈ单作的产量达极显著差
异（Ｐ＜０．０１）。其中，２∶４带型的处理Ｂ、Ｅ与１∶４带
型的处理 Ａ、Ｄ及２∶６带型的处理 Ｃ、Ｆ之间的玉米
产量，达极显著（Ｐ＜０．０１）和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其中甜玉米产量最高是２∶４带型的处理 Ｂ、Ｅ，其次
是２∶６带型的处理 Ｃ、Ｆ，１∶４带型的处理 Ａ、Ｄ产量
最低。各间作处理甜玉米产量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Ｂ处理甜玉米产量最高，比 Ａ处理最大
增产４０％，其余间作蔬菜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不同间套复种模式的辣椒、荞麦的产量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对照（处理 Ｈ）的辣椒产量最高，处理 Ｅ
套作荞麦的产量也最高。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是，

处理Ｂ、Ｅ与处理 Ｃ、Ｆ及处理 Ａ、Ｄ为不同带型的种
植方式，所间套的蔬菜行数和种类不同，对甜玉米的

生长发育影响也不同，造成产量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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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４年不同处理蔬菜产量比较／（ｋｇ·ｍ－２）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ｉｎ２００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甜玉米 Ｓｗｅｅｔｍａｉｚｅ １．３４ａＡ １．８７ｄＢ １．５１ｃＡ １．３７ａｂＡ １．８１ｄＢ １．４８ｂｃＡ — —

甘蓝 Ｃａｂｂａｇｅ ３．６２ａＡ ２．８０ａＡ ３．１５ａＡ — — — ５．１５ｂＢ —

辣椒 Ｐｅｐｐｅｒ ９．３２ａ ０．７１ａ ０．６６ａ — — — — １．２５ａ

莴笋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ｌｅｔｔｕｃｅ ３．０７ａＡＢ ２．５０ａＡ ２．６３ａＡ — — — ３．７２ｂＢ —

苕子 Ｈａｉｒｖｅｔｃｈ ２．６７ａｂＡＢ ３．０７ｂＢ ２．４２ａＡＢ ２．３６ａＡＢ ２．７５ａｂＡＢ ２．２０ａＡ — —

荞麦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０．１９ａ ０．２２ａ ０．１６ａ ０．２０ａ ０．２４ａ ０．１７ａ — —

甜脆豌豆 Ｐｅａ ０．７９ａＡ ０．７８ａＡ ０．７７ａＡ ０．７８ａＡ ０．７３ａＡ ０．８２ａＡ １．５４ｃＢ １．２９ｂＢ

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极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Ｐ＜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表２ ２００５年不同处理蔬菜产量比较／（ｋｇ·ｍ－２）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ｉｎ２００５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甜玉米 Ｓｗｅｅｔｍａｉｚｅ １．３５ａｂＡＢ １．９７ｄＣ １．５８ｂｃＡＢ １．２９ａＡ １．６８ｃＢＣ １．４１ａｂＡＢ — —

甘蓝 Ｃａｂｂａｇｅ ５．６１ｂｃ ４．２８ａ ４．５１ａｂ — — — ５．８３ｃ —

辣椒 Ｐｅｐｐｅｒ ０．２５ａ ０．１８ａ ０．１４ａ — — — — ０．１３ａ

莴笋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ｌｅｔｔｕｃｅ
（夏播，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ｉｎｇ） ４．２７ａＡ ３．７９ａＡ ４．１１ａＡ — — — ６．０６ｂＢ —

萝卜 Ｒａｄｉｓｈ ３．９１ｃＢ ４．９５ｅＤ ３．７５ｂｃＢ ３．４９ｂＡＢ ４．４８ｄＣ ３．１６ａＡ — —

甜脆豌豆 Ｐｅａ — — — — — — ２．６７ａ ２．４７ａ

洋葱 Ｏｎｉｏｎ ５．６６ａ ５．０７ａ ５．０５ａ — — — — —

大蒜 Ｇａｒｌｉｃ — — — ３．５７ａ ３．１６ａ ３．４０ａ — —

莴笋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ｌｅｔｔｕｃｅ
（秋播，Ａｕｔｕｍｎｓｏｗｉｎｇ） １．８８ａＡ ２．７６ｃＢＣ ２．２８ａｂｃＡＢ ２．１９ａｂＡＢ ３．３０ｄＣ ２．５８ｂｃＡＢＣ — —

从表 ２看：２００５年，２∶４带型（处理 Ｂ，Ｅ）的玉
米、萝卜、秋播莴笋产量与 １∶４带型（处理 Ａ，Ｄ）及
２∶６带型（处理 Ｃ，Ｆ）的产量达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Ｂ处理甜玉米产量最高，比 Ａ处理增加
４５．３％，Ｂ处理萝卜产量最高，比 Ｆ处理增加
５６．８％，Ｅ处理秋莴笋产量最高，比 Ａ处理增产
４６．６％。Ｂ处理甘蓝产量与Ａ处理和单作Ｇ处理均
达到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辣椒、甜脆豌豆、洋葱、
大蒜各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中，间
作的辣椒产量高于单作产量（对照 Ｈ），Ｂ处理比 Ｈ
处理增产４５．１％。间作处理Ｂ有较好的增产效果。
２．２ 不同间套复种模式经济效益比较

由于间套作利用了不同作物的优势，通过搭配

不同作物来充分利用有限的光热资源和土地资源，

使间套作作物的产量比单作得到了提高。为了更客

观地评价各处理的经济效应和种植效果，按当地当

年价格（玉米 ２．００元·ｋｇ－１，甘蓝 ０．３０元·ｋｇ－１，辣
椒２．００元·ｋｇ－１，莴笋０．４０元·ｋｇ－１，荞麦叶子０．５０

元·ｋｇ－１，甜脆豌豆 １．００元·ｋｇ－１）计算出各处理总
产值，将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的总产值进行比较，结果
见表３、表４和表５。

从表３可知，２００４年，单作 Ｈ处理总产值与各
间套复种处理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单作 Ｇ处理
与间套作Ａ，Ｂ，Ｃ，Ｄ，Ｅ总产值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不同处理总产值按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 Ｂ＞Ｅ＞Ａ
＞Ｃ＞Ｄ＞Ｆ＞Ｇ＞Ｈ，各处理的产值均高于单作处理
Ｇ和Ｈ；最高为２∶４带型的处理 Ｂ总产值比 Ｇ处理
和Ｈ处理增加４１．３％和７０．７％，Ｅ处理比Ｇ处理和
Ｈ处理增加２８．７％和 ５５．５％，２∶４带型处理 Ｂ和处
理Ｅ总产值平均比 Ｇ处理和 Ｈ处理增加６３．１％和
３５．０％；间套作处理 Ｆ（２∶６带型）的产值最低，但也
比Ｇ处理和Ｈ处理增加２％和３７．０％，其它间套作
处理的总产值都在５００００元·ｈｍ－２以上，相差较小，
但平均比对照 Ｇ和 Ｈ增加２９．３％和５６．２％。说明
２∶４带型种植模式有较好的增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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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４年不同间套复种模式总产值比较／（元·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０４／（Ｙｕａｎ·ｈｍ－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甜玉米

Ｓｗｅｅｔｍａｉｚｅ
甘蓝

Ｃａｂｂａｇｅ
辣椒

Ｐｅｐｐｅｒ
莴笋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ｌｅｔｔｕｃｅ
荞麦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甜脆豌豆

Ｐｅａ
总产值

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Ａ ２６８７８ １０８６１ — １２２７５ ９７４ ７８６８ ５８８５６ｃｄＣＤ
Ｂ ３７３５５ ８３９２ — １００１１ １１２２ ７７８９ ６４６６８ｄＤ
Ｃ ３０１０６ ９４５４ — １０５４０ ７８０ ７７２５ ５８６０６ｃｄＣＤ
Ｄ ２７４０８ — １８６３６ — ９８９ ７８０５ ５４８３７ｃ
Ｅ ３６１４８ — １４２８６ — １２０９ ７２７５ ５８９１９ｃｄＣＤ
Ｆ ２９６３０ — １３２２８ — ８３１ ８２２８ ５１９１７ｂｃＢＣＤ
Ｇ — １５４５６ — １４８７８ — １５４３５ ４５７６９ｂＡＢ
Ｈ — — ２４９６４ — — １２９２１ ３７８８５ａＡ

表４ ２００５年不同间套复种模式总产值比较／（元·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０５／（Ｙｕａｎ·ｈｍ－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甜玉米

Ｓｗｅｅｔ
ｍａｉｚｅ

甘蓝

Ｃａｂｂａｇｅ
辣椒

Ｐｅｐｐｅｒ

莴笋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ｌｅｔｔｕｃｅ

萝卜

Ｒａｄｉｓｈ
甜脆豌豆

Ｐｅａ
洋葱

Ｏｎｉｏｎ
大蒜

Ｇａｒｌｉｃ

莴笋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ｌｅｔｔｕｃｅ

总产值

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Ａ ２７０９１ １６８２９ — １７０９９ １９５５１ — ２８２８２ — ７５３５ １１６３８８ｅＥ

Ｂ ３９３６７ １２８３１ — １５１８０ ２４７６３ — ２５３４５ — １１０４８ １２８５３４ｆＦ

Ｃ ３１６４２ １３５４０ — １６４２４ １８７３１ — ２５２３９ — ９１０１ １１４６７８ｅＥ

Ｄ ２５７１６ — ５０５４ — １７４４２ — — ３２９９４ ８７４１ ８９９４７ｃＣ

Ｅ ３３６５２ — ３６７７ — ２２４０９ — — ２９０７３ １３１８６ １０１９９６ｄＤ

Ｆ ２８２９８ — ２７１２ — １５７９４ — — ３１８５９ １０３０７ ８８９７１ｃＣ

Ｇ — １７４８８ — ２４２３４ — ２６６７９ — — — ６８４０１ｂＢ

Ｈ — — ２５３２ — — ２４７４７ — — — ２７２８０ａＡ

从表４看，２００５年间套作处理总产值与单作处
理Ｇ和处理Ｈ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间套作处理
间处理Ｂ和处理 Ｅ总产值与其余处理差异均显著
（Ｐ＜０．０５），处理 Ａ、Ｃ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处
理Ｄ和Ｆ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处理总产
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玉米 ２．００元·ｋｇ－１，甘蓝０．３０
元·ｋｇ－１，莴笋０．４０元·ｋｇ－１，辣椒２．００元·ｋｇ－１，萝
卜 ０．５０元·ｋｇ－１，大蒜 ２．１０元·ｋｇ－１，洋葱 ０．５
元·ｋｇ－１，甜脆豌豆１．００元·ｋｇ－１。）与 ２００４年相近，
其总产值大小为Ｂ＞Ａ＞Ｃ＞Ｅ＞Ｄ＞Ｆ＞Ｇ＞Ｈ；各处
理都比对照 Ｇ和 Ｈ高，处理 Ｂ的总产值依然最高，
比处理Ｇ和处理 Ｈ增加８７．９％和３７１％，相同带型
处理Ｅ总产值比处理 Ｇ和处理 Ｈ增加 ４９．１％和

２７４％，处理 Ｂ和 Ｅ总产值平均比 Ｇ和 Ｈ增加
６８．５％和３２３％；其次是处理 Ａ、Ｃ，最少是处理 Ｆ和
Ｄ。造成产值不同的原因是，各处理大秋播种植蔬
菜的种类不同所造成；处理 Ｂ由于甜玉米、萝卜和
秋播莴笋的产值最高，而另外的蔬菜产值均接近其

它处理，所以与其它处理的产值距离拉大；处理 Ｄ、Ｆ
由于夏播没有种植甘蓝和莴笋，虽然秋播种植的大

蒜产值高，但与其它处理的夏播产值相比，产值较低，

加之夏播的玉甜米和萝卜的产值也低，所以总产值在

６种间套作处理中也最低。两年试验结果均表明（表
３和表４），甜玉米与其它蔬菜间套作的总产值均高于
单作。

表５ 各处理不同季节总产值方差分析／（元·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５ ＡＮＯＶＡｏｆｔｏｔ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Ｙｕａｎ·ｈｍ－２）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夏播

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ｉｎｇ

秋播

Ａｕｔｕｍｎｓｏｗ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５００１４ｂｃＢＣ ５５７５８ｃＣ ５０１００ｂｃＢＣ ４６０４３ｂＢＣ ５０４３５ｂｃＢＣ ４２８５８ｂＢ ３０３３５ａＡ ２４９６４ａＡ

６１０２０ｄＤ ６７３７７ｅＤ ６１６０６ｄＤ ４１７２２ｃＣ ３０７７０ｂＢ ３７３２９ｃＢＣ ３１０１０ｂＢ ２５３２ａＡ

８８４２ａＡ ８９１０ａＡ ８５０６ａＡ ８７９４ａＡ ８４８５ａＡ ９０５９ａＡ １５４３５ｃＢ １２９２１ｂＢ

５５３６８ｂｃＢＣ ６１１５６ｄＤＥ ５３０７１ｂＢ ５９１７７ｄＣＤ ６４６６７ｅＥ ５７９６１ｃｄＣＤ ２６６７９ａＡ ２４７４７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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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播、秋播分析看（表５），不同处理的总产值
均与对照 Ｇ、Ｈ（蔬菜单作）达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两年中，Ｂ处理的夏播蔬菜在所有间作处理
中产值最高，分别达到５５７５８元·ｈｍ－２和６７３７７元·
ｈｍ－２。２００４年，间套作处理秋播蔬菜产值低于对照
（Ｇ、Ｈ）的原因，是甜玉米收获后种植的秋播作物苕
子，在当地作为绿肥，不作为商品出售，没有计算经

济产值，所以产值降低；到２００５年，不同处理的秋播
蔬菜产值高于对照Ｇ、Ｈ，并达到极显著差异（Ｐ＜０．
０１）。无论是夏播还是秋播，２∶４带型的 Ｂ、Ｅ处理，
其产值较高，分别比单作处理 Ｇ和 Ｈ高了 １２９％和
１６１％，是所有间套作处理中效益最好的，Ｂ处理效
果最为理想。

３ 讨论与结论

由于本试验选择的蔬菜种类，充分考虑了不同

作物种类的生长发育差异及在当地的销售状况，在

利用不同作物间套作的互补效应的同时，也利用了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不同蔬菜的需要，而提高了

作物对土地资源和光热资源的利用效率及种植农作

物的效益。

通过本研究表明，甜玉米与其它蔬菜间套作后

的总产值及经济效益均比单独的蔬菜单作高。其

中，在甜玉米与不同蔬菜间套作的６个处理中，２行
甜玉米‖４行甘蓝／４行莴笋—苕子‖２行甜脆豌豆
／荞麦→２行甜玉米‖４行甘蓝／４行莴笋—２行萝卜

‖８行洋葱／２行莴笋（带型２∶４，带宽２．３ｍ）的处理
Ｂ产量及经济效益最高，其次是２行甜玉米‖４行辣
椒—苕子‖２行甜脆豌豆／荞麦→２行甜玉米‖４行
辣椒—２行萝卜‖十１行大蒜／２行莴笋（带型２∶４，
带宽２．３ｍ）的处理 Ｅ较高。由于不同蔬菜作物市
场价格差异较大，因此，本试验旨在分析研究不同行

比模式的产值效益，在此基础上筛选具体种植方式。

结果表明，２∶４带型的种植模式在提高经济产量及
效益方面效果显著，可作为较佳种植模式在生产上

推广运用，而对于各种具体间套复种模式的效益有

待进一步研究。他人研究主要集中于固定行比的环

境生态效应［７－８］、土壤养分利用［９］、病虫害控

制［１０－１１］等方面，而本研究通过调整间作行比及结

合间套复种，综合分析比较种植模式的年经济效益，

为蔬菜种植区提供更为合理间套复种种植措施和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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