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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mino Acid Microelement Fertilizer on Potato
Yield and Agronomic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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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Effects of seed dressing by amino acid microelement fertilizer on potato yield and agronomic traits were

studi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the growth period of the treatments was shorten by 2- 5 days, emergence percentage

increased by 1.4%-2.8% and yield increased by 7.7%-34.5%. The stem diameter and plant height at the flowering stage, yield

components, yield per plant and unit area yield were all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and other treatment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eed dressing ranged from 7.5% to 12.5%. The main stem number, tuber number per plot, yield per plot and yield per plant all

reached the highest when the concentration was 10.0%, with yield being 2 619 kg/667m2, 34.5% more than the cont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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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氨基酸微肥拌种对马铃薯产量及农艺性状的研究，结果表明：6个氨基酸微肥处理较对照生育期

缩短2~5 d、出苗率提高1.4%~2.8%，产量提高7.7%~34.5%；拌种浓度在7.5%~12.5%时，盛花期茎粗及株高、产量

构成要素、单株产量、折合产量方面均优于对照与其他试验处理；且处理浓度为10.0%时主茎数、小区结薯量、小

区产量、单株产量等调查指标表现最好，折合产量为2 619 kg/667m2，较对照增产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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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马铃薯产业的迅速发展，其种植面

积逐年增大，尤其在马铃薯主产区甘肃省，种植

面积已突破70余万hm2。由于市场价格连年上升的

驱动，马铃薯连茬、顶茬现象日趋严重，加之农

民在生产中长期形成“重底肥、轻追肥，重大量元

素、轻微量元素”的施肥习惯，造成马铃薯主产区

土壤微量元素逐年降低，导致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逐年下降，从而影响马铃薯市场竞争力。

氨基酸微肥是一种以氨基酸为主要成分与多

种微量元素复配而成的、可被植物吸收利用的

新型速效性肥料 [1]。氨基酸作为植物营养可直接

以分子态被植物吸收 [2]，同时，氨基酸也能与微

量元素形成螯合物，提高微量元素的有效性 [3]。

因其肥效好、吸收快、利用率高、用量少等特

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蔬菜、水果等叶面喷施

上 [4,5]，而在马铃薯上应用较少，且主要用于叶面

喷施研究 [6,7]。

本试验主要开展氨基酸微肥拌种研究，探究

不同浓度拌种对马铃薯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为定西市马铃薯优质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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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和地点

试验时间：2014年4~10月。

试验地点：试验设在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试验地，海拔 1 932 m，年降雨量 452 mm，前茬

作物为燕麦，土壤类型为黄绵土。土壤耕作层有

机 质 含 量 12.9 g/kg， 碱 解 氮 72.3 mg/kg， 有 效 磷

18.2 mg/kg，速效钾 229.6 mg/kg，pH值 8.5。

1.2 供试材料

供试肥料：氨基酸微肥（马铃薯专用，氨基酸

含量≥10%，微量元素≥2%），氮肥（尿素，含 N
46%），磷肥（过磷酸钙，含P2O5 16%），钾肥（硫酸

钾，含K2O 52%）。

供试作物：当地的马铃薯主栽品种‘新大坪’

原种。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7个处理，3次

重复，露地种植，小区面积 28.4 m2，行距 70 cm，

株距27 cm。氮、磷、钾作为底肥一次性施入，施

用量分别为 N 20 kg/667m2，P2O5 10 kg/667m2，K2O
12 kg/667m2，未施农家肥，氨基酸微肥拌种浓度分

别为：

T1（CK）：对照，不拌种；

T2：拌种液浓度 2.5%，小区种薯用肥液量

1 000 mL；

T3：拌种液浓度 5.0%，小区种薯用肥液量

1 000 mL；

T4：拌种液浓度 7.5%，小区种薯用肥液量

1 000 mL；

T5：拌种液浓度 10.0%，小区种薯用肥液量

1 000 mL；

T6：拌种液浓度 12.5%，小区种薯用肥液量

1 000 mL；

T7：拌种液浓度 15.0%，小区种薯用肥液量

1 000 mL。

试验于4月22日播种，10月8日收获，生育期

间田间管理同一般大田。

1.3.2 指标测定与方法

记录各处理侯物期发生日期及生育期天数。

现蕾期统计出苗率：出苗率（%）=（出苗数/播
种穴数）×100。

盛花期调查植株主茎数、茎粗、株高；茎粗

用游标卡尺测定，株高用直尺测定。

收获时选10株正常生长植株分别统计≥75 g及

＜75 g 薯块的数量与重量，商品数按≥75 g 薯块

计，结合出苗率计算单株产量，将小区产量折算

成667 m2产量，并计算增产率。

各指标采用马铃薯试验研究方法[8]，数据处理

与分析分别采用Excel 2003与DPS 7.05数据处理软

件[9]，多重比较采用新复极差法（SSR）。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生育期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侯物期及生育时期的影响

见表 1，6 个氨基酸微肥拌种处理（T2、T3、T4、

T5、T6、T7）的出苗、现蕾、开花、成熟期均较对

照（T1）提前，整个生育时期缩短 2~5 d；T3、T4、

T5、T6 处理所调查侯物期表现均一致，生育时期

均较 T1（CK）缩短 5 d，T2、T7 处理在出苗、现

蕾、开花期表现一致，T2成熟期较T7晚1 d，生育

表1 各处理马铃薯生育期

Table 1 Growth period of potato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T1（CK）

T2
T3
T4
T5
T6
T7

播种期（D/M）

Planting
22/04
22/04
22/04
22/04
22/04
22/04
22/04

出苗期（D/M）

Emergence
26/05
24/05
23/05
23/05
23/05
23/05
24/05

现蕾期（D/M）

Flower budding
27/06
23/06
22/06
22/06
22/06
22/06
23/06

开花期（D/M）

Flowering
07/07
02/07
01/07
01/07
01/07
01/07
02/07

成熟期（D/M）

Maturity
18/09
14/09
10/09
10/09
10/09
10/09
13/09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112
110
107
107
107
107
109

氨基酸微肥对马铃薯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影响——张小静，袁安明，陈 富，等 159



· · 中国马铃薯，第29卷，第3期，2015

表2 各处理马铃薯出苗及主要农艺性状调查

Table 2 Emergence and agronomic traits of potato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T1（CK）

T2
T3
T4
T5
T6
T7

出苗率（%）

Emergence rate

96.8 bB
98.2 abAB
99.3 aA
99.6 aA
99.5 aA
99.5 aA
99.2 aA

茎粗（mm）

Stem diameter

10.22 cC
11.18 bB
11.63 aAB
11.87 aA
11.75 aA
11.82 aA
11.62 aAB

主茎数（No.）
Main stem number

2.8 cB
3.1 bAB
3.3 abA
3.3 abA
3.4 aA
3.2 abA
3.2 abA

株高（cm）

Plant height

57.6 dD
63.5 cC
65.2 bcABC
66.3 abAB
67.8 aA
66.6 abAB
64.2 cBC

注：表中数据采用新复极差测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0.01和0.05水平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Note: Means in each column were separat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Capital and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0.01 and 0.05 levels of
probability,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表3 各处理马铃薯产量性状指标

Table 3 Yield traits of potato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T1（CK）

T2
T3
T4
T5
T6
T7

≥75 g薯块 ≥75 g tuber
数量（粒/小区）

Tuber number（No./plot）
322.6 eD
360.2 dC
397.8 bcB
425.3 aA
436.6 aA
406.4 bB
392.3 cB

重量（kg/小区）

Tuber weight（kg/plot）
73.7 dC
77.5 cdBC
80.3 bcABC
86.5 abAB
89.2 aA
84.4 abAB
80.1 bcABC

＜75 g薯块 ＜75 g tuber
数量（粒/小区）

Tuber number（No./plot）
112.3 eF
135.3 dE
182.6 cD
218.3 aAB
226.5 aA
204.3 bBC
188.0 cCD

重量（kg/小区）

Tuber weight（kg/plot）
9.2 eE

11.8 dD
16.7 cC
20.1 bAB
22.3 aA
20.2 bAB
18.5 bBC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88.9 aA
86.3 bA
82.8 cB
81.1 cdBC
80.0 dC
80.7 dBC
81.2 cdBC

时期分别较对照缩短2 d和3 d。

2.2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出苗和主要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2数据得出，T3、T4、T5、T6、T7 5个马

铃薯专用微肥拌种处理出苗率均达99.2%以上，与

T1（对照）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而与T2间差异不

显著；T1 茎粗调查值最低为 10.22 mm，与 6 个拌

种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T3、T4、T5、T6、

T7 处理间茎粗差异不显著，而与T2（11.18 mm）间差

异达显著水平；T5 主茎数最多为 3.4 个，与 T2、

T1 间差异达显著与极显著水平，而与其余 4 个处

理间无差异显著性；T5株高调查值最高为67.8 cm，

与 T4、T6 间差异不显著，与 T3 间差异达显著水

平，与T2、T7、T1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综上分析，结合出苗率及盛花期植株茎粗、

株高等主要农艺性状调查，T4、T5、T6 3 个处理

各性状表现较好。

2.3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产量性状指标的影响

各处理马铃薯产量性状指标及商品薯率见表

3，T5 ≥75 g 薯块小区数量最高达 436.6 粒，与 T4
间无显著差异，与对照（T1）及其他4个处理间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75 g薯块小区重量T5最高为89.2
kg，与T4、T6间差异不显著，与T1、T2间差异达

极显著水平，与T3、T7间差异达显著水平；＜75
g 薯块小区数量及重量 T5 最高分别为 226.5 粒、

22.3 kg，与T1、T2、T3、T6、T7间差异达显著或

极显著水平；商品薯率T5较低，但与T4、T6、T7
间差异不显著。综合分析，T5在产量构成指标性

状上表现最优，其次为T4、T6。

表3 各处理马铃薯产量性状指标

Table 3 Yield traits of potato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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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各处理马铃薯产量分析见表4。T5小区结薯数量

最高达663.1粒，与对照（T1）及其他5个处理间差异

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T5小区产量与单株产量分别为

111.5 kg、747.1 g，显著或极显著高于T1、T2、T3、

T6、T7；T1折合产量为1 947 kg/667m2，极显著低于

T3、T4、T5、T6、T7，T5折合产量最高达2 619 kg/

667m2，与T4间差异不显著，与T6间差异达显著水

平，与T2、T3、T7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6个拌种处

理均较对照表现增产，其中T5较对照增产幅度最大

为 34.5%，其次为 T4、T6 分别较对照增产 28.6%、

26.2%，T7、T3增产低于20%，T2增产幅度最低为

7.7%。由此可见，T5单株产量及折合667m2产量表现

最高，较对照增产幅度最大，其次为T4和T6。

表4 各处理马铃薯产量

Table 4 Potato yield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T1（CK）

T2
T3
T4
T5
T6
T7

小区产量（kg）
Plot yield
82.9 fE
89.3 eDE
97.0 dCD

106.6 abAB
111.5 aA
104.6 bcABC
98.6 cdBC

小区数量（粒）

Plot tuber number（No.）
434.9 fE
495.5 eD
580.4 dC
643.6 bA
663.1 aA
610.7 cB
580.3 dC

单株产量（g/株）

Yield per plant (g/plant)
570.7 eE
606.4 eDE
651.2 dCD
713.6 abAB
747.1 aA
700.8 bcABC
662.6 cdBCD

折合产量（kg/667m2）

Equivalent yield
1 947
2 097
2 278
2 504
2 619
2 457
2 316

产量增幅（%）

Yield increase
-
7.7

17.0
28.6
34.5
26.2
18.9

3 讨 论

氨 基 酸 微 肥 含 有 植 物 生 长 所 需 的 锌 、 铁 、

硼、锰、钼等土壤稀缺的诸多微量元素，合理配

施有利于作物生长，因而提高产量和品质。研究

证明，通过叶面喷施氨基酸微肥可有效提高蔬

菜、水果产量与品质[10-12]；还可改善水稻、小麦等

作物群体的结构，提高产量和品质[13]；在初花期大

田叶面喷施氨基酸微肥能够提高马铃薯块茎的产

量和商品率以及块茎的蛋白质和淀粉含量[3]。

本试验对氨基酸微肥进行拌种研究，发现6个

拌种处理较对照产量提高 7.7%~34.5%，浓度在

7.5%~12.5%时，马铃薯生长主要农艺性状、产量

构成要素、单株产量、折合产量方面均优于对照

与其他处理。氨基酸微肥浓度为10.0%时在各调查

指 标 方 面 表 现 最 好 ， 较 对 照 增 产 幅 度 最 大 达

34.5%。由此可见，氨基酸微肥通过拌种也可提高

马铃薯产量，而对其品质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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