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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是我国种薯和商品薯生产基地，但至

今延续的仍然是小垄栽培的种植方式，这种种植方

式造成培土浅，土壤库容不够，薯块易外露，畸形

薯增多，同时由于垄距小，植株大，造成垄间郁

闭，不利于通风，使湿度过大，形成田间小气候，

极易造成毁灭性病害———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与流

行，导致大量的病薯产生，甚至绝产。因此，尽快

提高我国马铃薯产量，尤其是马铃薯主产区的单产

水平和品质是保证我国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确保

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我们结

合生产实际，尝试大垄（90 cm 垄距）栽培方式，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说明大垄栽培在生产上的优

势，对大垄与小垄不同耕层的地温进行测定对比，

为大垄栽培模式的推广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地设在克山分院的试验田，土壤肥沃，地

势平坦；供试品种为荷兰 2-12；地温计分别定位

测定两种栽培方式的 10 cm、15 cm、20 cm、25 cm
土层地温（深度从垄顶算起）[1]，测量精确。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07 年进行，设 2 个处理；70 cm 栽

培方式、90 cm 栽培方式，每个处理是 4 垄区，4 m
行长，施肥量均为 50 kg（N： P： K 为 2.75： 1： 6.25），

5 月 10 日播种，其他栽培管理措施一致。
1.3 试验方法

试验地播种后第二天即 5 月 11 日在 2 个处理

分别按照正确的地温计插入方法插入两套地温计，

自南向北从浅到深，插入地点平坦。从 5 月 12 日

开始观测地温，上午 8：00 和下午 14：00 各观测

1 次，每两天观察 1 次，由于数据多处理不方便，

每 3 次观察取一平均值进行数据处理分析[1]，观察

日期截止到收获前 9月 7 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栽培方式 10 cm的地温变化趋势

从图 1 可以看出，70 cm 和 90 cm 不同栽培方

式的10 cm 地温变化 7 月 24 日之前呈缓慢上升趋

势，7 月24 日达到最高温度，并且两种不同栽培方

式上午8：00 和下午 14：00 的 4 条测定曲线 90 cm
垄略低于70 cm 垄，但差异不明显，基本吻合。7
月24 日到收获前的地温变化成下降趋势，地温下

降的走势相同，只是上午 8：00 的测定曲线中 90 cm
垄距的整体温度低于 70 cm 垄距，下午 14：00 的

测定曲线两种不同栽培方式地温差异不明显，基本

吻合。由此可见，90 cm 垄距栽培方式有前期保

温，后期具有降温的优势，这种优势利于马铃薯的

前期生长发育以及后期的块茎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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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栽培方式 15 cm和 20 cm的地温变化趋势

从图 2、3 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栽培方式

15 cm 的地温变化趋势和图 1 的变化趋势大体上一

致，只是深层土壤温度比上层温度低。从图 2、3
看出，90 cm 的栽培方式后期具有明显降低土壤温

度的作用，有利于马铃薯块茎的膨大。

2.3 不同栽培方式 25 cm 的地温变化趋势

从图 4 可知，25 cm 的土壤温度基本上是缓慢

上升的趋势，上午 8：00 和下午 14：00 的测定曲

线分别趋于重合，没有明显差异。从而可以说明，

90 cm 大垄栽培，深层（25 cm）不影响马铃薯的生

长发育。

3 讨 论

马铃薯对肥水和光能利用率高， 适应不良环

境能力强， 增产效率高， 幅度大。因此，创造最

佳条件，满足马铃薯生理要求和生长发育要求，

就可以获得优质高产 [2]。在地理生态条件、品种、
种性、栽培技术等条件确定的条件下， 采用 90
cm 的大垄栽培方式要比传统的小垄栽培优越得多。
马铃薯喜低温且对温度敏感[3]，在马铃薯生长发育

的后期，各耕层的土壤温度均表现为大垄栽培低于

小垄栽培区。与气温变化规律相同。同时期测得两

种栽培方式下各耕层的土壤温度也均表现出共同的

趋势，即大垄栽培小于小垄栽培。大垄与小垄不同

耕层深度的土壤温度，随耕层深度的加深土壤温度

均呈下降状态。90 cm 大垄栽培条件下具有降温的

优势，有利于马铃薯的生长发育，能提高马铃薯的

产量和品质。马铃薯的大垄栽培模式有待于进一步

推广和利用，这对马铃薯的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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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依次代表从 5 月 12 日每两天观测 1 次地温，每 3 次取 1
平均值，横坐标两个刻度点包括一个数据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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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0 cm 地温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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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5 cm 深地温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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