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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马铃薯是指马铃薯的薯皮和薯肉具有多种

不同颜色的独特品种类型，不仅具备普通马铃薯的所

有营养价值，还富含具有营养保健作用的天然色素

（花青素）及其它重要营养物质，具有抗癌、抗衰老等

功效[1]。生产实践证明，采用马铃薯整薯播种不仅能

避免切刀引起的马铃薯环腐病、黑胫病的传播，杜绝

纺锤块茎病和 X、S、M 病毒的传染，而且是提高产

量、实现高产稳产的一条有效措施[2]。
重庆地处长江流域，热量充足，雨水丰富，光

照较好，土壤条件适宜，作物宜种期长，具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气候条件。马铃薯在重庆种植广泛，是贫困

山区和三峡库区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马铃薯

是重庆第 4 大作物，全市常年种植面积 31 万 hm2，

总产量 509.5 多万 t，均居全国第 6 位。但彩色马铃

薯的种植及其产业开发，几乎为空白。本试验采用正

交试验设计，研究了在整薯播种条件下，P 肥、K 肥

和播种密度对彩色马铃薯品种产量的影响，旨在探索

彩色马铃薯紫云 1 号在重庆市河谷浅区的适宜栽培密

度和肥料用量及比例，为重庆市彩色马铃薯的生产提

供合理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重庆市永川区渝西试验基地进行。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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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彩色马铃薯具有重要的营养价值，但目前对其栽培技术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采用 L9（34）正交试验设计，

研究了肥料（P/K）、密度对彩色马铃薯品种紫云 1 号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重庆市河谷浅区，紫云 1 号整薯播

种获得高产的最优施肥量，每公顷纯 P2O5 施用量为 50 kg，KH2PO4 喷施浓度为 2‰，最合理密度每公顷为 75 000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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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color potato has important nutritive value, its cultivation technique still has seldom been studied until
now. In this research, orthogonal experiment L9(34) was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ertilizer (P/K) and plant density
on yield of the color potato variety Ziyun 1.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high yield of the color potato could be reached in the
shallow valley region of Chongqing when P2O5 was applied at the rate of 50 kg as basal fertilizer and KH2PO4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2‰ as foliage fertilizer, and the potatoes were planted at 75000 hills per hec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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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m，试验地为壤土带沙，肥力中等偏上。供试马

铃薯品种为紫云 1 号，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
1.2 试验方法

本试验采用 L9（34）正交试验设计，试验因素与用

量范围见表 1。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3 次，小区长

4.2 m，宽 1.6 m，行距 80 cm，2 行区。小区间留走

道，宽 0.5 m。试验地周边设 2 行以上保护行。P2O5

以基肥1 次性施完，K 肥以 KH2PO4 形式分别在 4 月

17 日和 27 日进行叶面喷施。播种时间为 1 月 5 日，

全生育期灌水 3 次，中耕除草 4 次。4 月7 日，追施

5%氮胺 1 次，氧乐果除蚜虫一次。6 月1 日测产。

2 结果与分析

产量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正交试验设计计算

原理，Ki：表示任一列上水平号为 i（本试验中 i ＝
1，2 或 3）时所对应的试验结果之和。如在 A 因素

中，第 1，2，3 号试验中 A 取 A1 水平，所以 K1 为

第 1，2，3 号试验结果之和，K1 = 4.29 + 4.08 +
4.97 = 13.34；同理可以计算出其他列中的 Ki。

R 为极差，任一列上 R ＝ {K1，K2，K3}max－ {K1，

K2，K3}min。极差最大的列表示该因素对试验结果的

影响最大，即最主要的因素。由表 2 所示 RC ＞ RA
＞RB，因此各试验因素对试验结果从主到次的影响

顺序为：C（密度），A（P 肥），B（K 肥）。各因素

内不同水平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大小依次为：A 因素

列 K2 ＞ K3 ＞ K1；B 因素列 K2 ＞ K3 ＞ K1；C 因素列 K2

＞ K3 ＞ K1。综合上述试验结果，本试验的最优方案

为 C3A1B1， 即 每 公 顷 纯 P2O5 施 用 量 为 50 kg，

KH2PO4 喷施浓度为 2‰，播种密度为 75 000株时产

量最高。

3 讨 论

P、K 肥对马铃薯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起到极

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生产上施用过多的肥料不仅

浪费资源，又易造成马铃薯地上部分徒长，导致通

风不良，易感病等问题。当前重庆市马铃薯生产普

遍存在施肥过多的现象，而且在种植密度上不论何

品种特性都采用同一密度，一般每公顷为 45 000～
67 500 株，造成产量普遍偏低。

本试验根据紫云 1 号品种栽培特性，通过合理密

植，利用正交试验设计，研究了 P、K 肥料及密度 3
因素交互作用下，对紫云 1 号整薯播种产量的影响和

效应。优化筛选得出紫云 1 号在试验区整薯播种获得

高产的 P 最优每公顷施肥量为纯 P2O5 50 kg，最合理

密度为每公顷 75 000 株，KH2PO4 喷施浓度 2‰。这

一试验结论，在重庆市海拔相近条件下，对彩色马铃

薯紫云 1 号生产有参考价值，为示范推广紫云 1 号整

薯播种技术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紫云 1 号与其它品

种相比，需肥量较小，栽培管理要求较高，在满足其

优化生产条件下，有更大增产潜力。
本试验是在 N 肥为固定值的条件下实施的，对

N 肥和 K 肥基肥效应尚未进行探讨，有待于今后进一

步开展研究，使配套栽培技术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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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

Level
（A）P2O5

（kg·ha-2）

1
2
3
4

50
75
100

（B）KH2PO4浓度

Concentration（‰)

2
3
4

（C）密度（Plant·ha-2）
Density

45000
60000
75000

表 1 正交试验因素及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of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试验号

Number
A（P肥）

P fertilizer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极差 R

1
1
1
2
2
2
3
3
3

13.34
11.64
11.86
1.70

B（K肥）

Kfertilizer

1
2
3
1
2
3
1
2
3

12.99
12.48
11.37
1.62

C（密度）

Density

1
2
3
2
3
1
3
1
2

10.08
11.55
14.47
4.39

空列

Vacant column

1
2
3
3
1
2
2
3
1

12.56
11.71
12.57
0.86

小区产量（kg）
Plot yield

4.29
4.08
4.97
3.97
4.77
2.90
4.73
3.63
3.50

表 2 正 交 试 验 结 果

Table 2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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