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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 Potato in 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in
Central Part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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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potato varieties were planted in various densities in 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in order to select the potato
variety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at optimal dens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elan 7' was better than
the other in yield; both varieties, 'Helan 7' and 'Zaodabai', performed better at the density 21 cm × 70 cm than other densities,
outyielding the control 25 cm × 70 cm by 13%and 16%, respectively. Therefore, potato could be grown in a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and thevariety 'Helan7' shouldbeselectedandplantedat thedensity 21cm ×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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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利用中棚保护地，选择不同品种和栽植密度，模拟大田马铃薯种植条件种植，寻找适合中棚种
植的马铃薯品种及合理的种植密度。结果表明：中棚条件下早熟马铃薯以‘荷兰 7’产量较好；‘荷兰 7’和‘早大白’
两个品种均以密度 21 cm × 70 cm 鲜薯产量最高，与对照 25 cm × 70 cm（CK）产量比分别增产 13% 和 16%，差异显
著。因此，中棚可以种植马铃薯，品种应选‘荷兰 7’，种植密度以 21 cm × 70 cm最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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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密度对中棚马铃薯各生育阶段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various densities on growth of potato in 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品种
Variety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播种期（D/M）
Sowing

齐苗期（D/M）
Emergence

茎粗（cm）
Stem diameter

株高（cm）
Plant height

成熟期（D/M）
Maturity

荷兰 7
Helan 7

早大白

Zaodabai

25 cm × 70 cm（CK）

21 cm × 70 cm
18 cm × 70 cm

25 cm × 70 cm（CK）

21 cm × 70 cm
18 cm × 70 cm

06 / 04
06 / 04
06 / 04

06 / 04
06 / 04
06 / 04

03 / 05
03 / 05
05 / 05

04 / 05
02 / 05
02 / 05

1.60
1.58
1.28

1.62
1.59
1.30

62.0
62.1
65.2

59.0
59.1
64.1

10 / 07
10 / 07
13 / 07

13 / 07
12 / 07
12 / 07

自 2008 年吉林省启动“百万亩棚膜蔬菜建设工

程”以来，各地把棚膜经济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

点[1]，可在这万亩棚膜蔬菜中唯独没有东北餐桌上的

主要菜系“马铃薯”。走访发现，原因是棚内温度高，

通风不好，马铃薯地上部生长大于地下部，导致不

结薯或结薯产量低。吉林省大部地处半湿润、半干

旱气候区，早春温度回升快，年日照时数长、有效

积温高，春旱、风沙大、水资源紧缺。中棚即可以

防风防沙又能保温持水，同时棚膜又能充分利用日

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是发展棚膜马铃薯产业的良好

措施[2]。中棚马铃薯种植能否成功关键是温湿度的控

制和种植密度的选择[3]。2011 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植物研究所在本所试验地进行马铃薯中棚种植

试验。试验在高 1.9 m，面积348 m2 的中等高度的棚

膜设施内进行，为了便于方案设计，本试验是在两

个相同大小的连接中棚中进行的，棚内种植的马铃

薯尽量模拟大田中马铃薯各生长期的最适温湿度及

生态条件，以期获得超过大田马铃薯的种植效益。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条件

土壤为黑钙土，肥力中上等，前茬为玉米。土

壤农化指标为：有机质含量 2.408%，pH 值 6.6，每

100 g 速效 N 126.7 mg，速效 P2O5 37.1 mg，全 K2O
2.2%。试验未施农家肥。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地起垄后，利用早春温度回升较快特点，

通过中棚、拱二棚、地膜覆盖保护型栽培措施，使

中棚内温度 3 月末达到 10～20℃，土温达到 7～8℃，

模拟大田常规种植条件种植马铃薯。试验于 2011 年

4 月 6 日播种，选用‘荷兰 7 号’和‘早大白’两个早熟

品种，每小区按 25 cm × 70 cm（CK）、21 cm × 70 cm、
18 cm × 70 cm 的株行距播下有芽块茎。小区采用

随机区组排列，4 行区、行长 6 m，小区面积为

16.8 m2，设 3 次重复，共 18 个小区。马铃薯出苗

时（4 月末至 5 月初），及时破地膜放苗以免地膜灼

伤幼苗。此时如中棚内温度高于 25℃撤去二棚，便

于放苗。当中棚内温度高于 30℃以上时，放风降温。
放风原则上使中棚的气温白天保持在 22～25℃，夜间

不低于 12℃。马铃薯开花后，进入块茎膨大期，此

时要及时揭去地膜并把中棚棚膜卷起 1 m 以上，以

使马铃薯根系通风透气正常生长为宜。中棚棚膜不

要破坏，保存到来年仍可使用。马铃薯块茎生长发

育的最适温度为 17～19℃，温度高于 29℃时停止生

长。以后中耕除草同大田马铃薯，7 月 10 左右起收。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密度对中棚马铃薯各生育阶段的影响

不同种植密度对齐苗期几乎没有影响，对茎粗

和株高影响较大。从表 1 可见，密度与茎粗成反比，

而与株高成正比，密度越大马铃薯的植株越细越高；

反之就长得矮而且壮。种植密度对成熟期的影响不

大，只是密度大时由于透光不好湿度大，时有次生

新叶长出，影响对成熟期的判断。调查时发现，种

植密度为18 cm × 70 cm 的马铃薯，由于密度大，

通透性不好，有徙长现象，不适合中棚种植。从地

上部生育阶段看，25 cm × 70 cm、21 cm × 70 cm 两

种种植密度比较适合中棚马铃薯的种植。
2.2 不同品种对中棚马铃薯鲜薯产量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中棚马铃薯的播种密度在

18 cm × 70 cm、21 cm × 70 cm、25 cm × 70 cm 范围

内，以种植密度为 21 cm × 70 cm 的鲜薯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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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密度对中棚马铃薯鲜薯产量的影响

Table 5 Tuber yield of potato grown at various planting densities in 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密度 Density 小区产量（kg）Plot yield 5% 1%

21 cm × 70 cm
25 cm × 70 cm
18 cm × 70 cm

51.8
45.5
41.8

a
b
c

A
B
C

表 4 不同品种对中棚马铃薯鲜薯产量的影响

Table 4 Tube yield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grown in 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品种 Variety 小区产量（kg）Plot yield 5% 1%

荷兰 7 Helan 7
早大白 Zaodabai

47.2
45.6

a
b

A
B

注：小写字母表示 5%水平显著，大写字母表示 1%水平显著。新复极差法。下同。
Note: Means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letter and capital letter indicated significance at 5% and 1% level of probability, respectively, as tested

by DMRT. The same below.

表 3 马铃薯产量结果方差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nce on potato tuber yield

变异来源 Source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值 F value p 值 p value

区组间 Block
品种间 Variety
密度间 Density
品种 × 密度 Variety × Density
误差 Error
总变异 Total

1.4444
12.5000
307.1111
1.3333
5.8889

328.2778

2
1
2
2
10
17

0.7222
12.5000
153.5556
0.6667
0.5889

1.2264
21.2264
260.7547
1.1321

0.3339
0.0010
0.0000
0.3604

‘荷兰7’和‘早大白’鲜薯产量分别为 2 104 kg/667 m2

和 2 025 kg/667 m2，达到大田种植早熟马铃薯的产

量指标（吉林省大田早熟马铃薯平均每 667 m2 产量

为2 000~2 500 kg）。种植密度 21 cm × 70 cm 与对照

密度 25 cm × 70 cm 比较，两品种鲜薯产量分别增产

12.8%和15.9%，而种植密度18 cm × 70 cm 产量分别

比对照密度 25 cm × 70 cm 减产 8.5%和 6.8%。
对试验产量结果做二因素随机区组试验方差分析

（表 3）发现，品种间、密度间差异均极显著，而品种

和密度互作不显著。‘荷兰 7’小区平均产量 47.2 kg，
‘早大白’小区平均产量 45.6 kg，二者差异极显著

（表 4）。

表 2 不同密度对中棚马铃薯鲜薯产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various densities on yield of potato grown in medium sized plastic tunnel

品种
Variety

种植密度
Planting density

小区平均产量（kg/plot）
Tuber yield/plot

比 CK±（%）
Compared with control

667 m2 产量（kg）
Yield/667 m2

荷兰 7
Helan 7

早大白

Zaodabai

21 cm × 70 cm
25 cm × 70c m（CK）
18 cm × 70 cm

21 cm × 70 cm
25 cm × 70 cm（CK）
18 cm × 70 cm

52.7
46.5
42.2

51.0
44.2
41.1

12.8
-

-8.5

15.9
-

-6.8

2104
1866
1707

2025
1747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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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个密度的产量结果来看，两个品种均以

21 cm × 70 cm 处理产量最高，与 25 cm × 70 cm（对

照，模拟大田的种植密度） 和 18 cm × 70 cm 两种密

度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表 5）。

3 讨 论

吉林省百万亩棚膜蔬菜设施分大、中、小棚三

个规格。大棚高 2～3 m，宽 8～15 m，长 30～60 m，

多种植藤蔓蔬菜，如黄瓜等；中棚高1.9～1.5 m，

宽 3～7 m，长度不限，以种西红柿为主；小棚高

1～1.5 m，宽 1.5～3 m，长 10～30 m，拱二膜种淡季

香瓜。2011 年对中棚马铃薯的种植试验结果表明：

中棚可以种植马铃薯。品种选早熟马铃薯（早收价

格高），种植密度以 21 cm × 70 cm 为宜。本试验

采用的是棚高为 1.9 m、面积为 348 m2 的中等棚膜设

施。播种日期（吉林省中部地区）为 4 月 5~10 日。播

种前拱二膜使棚内温度快速增高适合块茎发芽，

出苗时破膜放苗，苗后适当控制温湿度[4]，当中棚

内温度高于30℃以上时，放风降温，使中棚白天

气温在 22～25℃，夜间气温不低于12℃ [5]；马铃薯

开花后，进入块茎膨大期，及时揭去地膜扔掉，

并把中棚棚膜卷起尽量不要损坏以备下一年使用。
中棚马铃薯的种植以 21 cm × 70 cm 最佳，品种选

早熟品种为宜。
田间调查及数据统计发现，种植密度 25 cm ×

70 cm的中棚马铃薯，虽然生育阶段表现也比较好，

但由于它株距比较大，与密度为 21 cm × 70 cm 马铃

薯比浪费了中棚前期特有的热源和能量，所以产量

略低一些，种植密度 18 cm × 70 cm 的中棚马铃薯，

由于密度大透光不好，导致湿度大，有徙长现象，

并时有次生新叶长出消耗了光合产物，影响了鲜薯

产量，因此不适合中棚种植。中棚马铃薯种植密度

的大小，应以 21 cm × 70 cm 密度为基准，根据土壤

肥力和施肥的多少合理调整，原则上掌握肥力水平

高时密度就适当减小，肥力水平低时密度就应该适

当加大。
中棚早熟马铃薯比大田早熟马铃薯至少早上市

40 d左右，售价比大田早熟马铃薯上市时的价格至少

高 1.0 元/kg。以本试验中早熟品种‘荷兰 7’为例计

算经济效益，中棚‘荷兰 7’提前 40 d 上市，价格为

3.0 元/kg，产量 2 104kg/667m2，收入6312 元/667m2，

7月10 日起收后种植第二茬蔬菜，以种植白萝卜为

例，种植 6500 株/667m2，每株 1kg，产量6500kg/
667 m2，按 0.5 元/kg 计算，收入3 250 元/667 m2。
中棚条件下种植早熟马铃薯‘荷兰7’+ 白萝卜毛收

入共 9 562 元/667 m2，去除用工、中棚、地膜投入等

物化成本 3 000 元，纯收入 6 562 元/667 m2；40 d 后

大田种植的早熟马铃薯上市，价格回落到2.0 元/kg，
以大田种植早熟马铃薯产量 2 500 kg/667m2 计算，收

入5 000 元， 除去成本纯收入 4 000 元以上。中棚种

植早熟马铃薯第一年纯收入至少 6 562 元/667 m2，比

大田种植早熟马铃薯多收入 2 562 元。好的棚膜可

使用 三年，后两年投入成本自然减少，效益更是十

分可观。
吉林西部地处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区，早春

温度回升快，年日照时数长有效积温高、春旱、
风沙大、水资源紧缺。这些都是制约马铃薯产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广马铃薯中棚栽培技术即可

以防风防沙又能保温持水，同时棚膜又能充分利

用西部地区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有利于发展

棚膜马铃薯产业[6]。
中棚马铃薯种植密度不仅与气候条件、品种特

性有关，而且与土壤肥力和栽培季节有关。本试验

讨论的是种植密度与气候条件对中棚马铃薯的影

响，下一步将探讨土壤肥力和栽培季节对中棚马铃

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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