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含量变化与当地的气温变化一致，随着气温升高

而升高，随着气温降低而降低，在 1 月份气温最低

时马铃薯干物质含量也最低。由于马铃薯干物质含

量与淀粉含量成正相关，因此，马铃薯淀粉加工在

1~2 月份加工效益最低，在 4 月分加工效益最好。
由于 2006 年前期干旱，影响马铃薯块茎膨大，

虽然后期雨水充沛，但初霜来临时间过早严重影响

马铃薯产量，特别是晚熟品种，尚未成熟便已停止

生长，因此，2006 年测定的马铃薯干物质含量低

于正常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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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德化县粮菜饲兼用的主要作物，常

年种植面积 4 000 万 m2，总产量 7.5 万 t，平均每

667 m2 产量 1 020 kg，最高产量达 2 513 kg，单产

差异较大。传统以来德化县大多采用当地自留种

和常规栽培技术，产量很难提高[1]。为探讨马铃薯

不同品种、不同栽培方式等技术对马铃薯产量、
商品率的影响，我站进行对马铃薯不同品种、不

同栽培方式等比较试验，进一步加大品种的更新

换代和新技术的推广，有效地提高马铃薯的产量、
商品率，更好地指导农民科学种植。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007 年 2 月 1 日～2007 年 5 月 11 日在

德化县雷峰镇蕉溪村进行，土壤肥力中等、排灌

方便，前作为水稻[2]。
1.1 不同马铃薯品种对比试验

参试品种为泉引 1 号、泉引 2 号、紫花 851、
白花仔，以台湾红皮为对照种。试验按随机区组排

列，重复 3 次，小区面积 22 m2，畦宽 80cm，沟宽

30 cm，畦高 30 cm 以上。2 月 1 日播种，畦植

2 行，株行距 35 cm × 55 cm，播前每 667 m2 用于

穴边施入进口复合肥 30 kg，播后盖家畜粪和火烧

土 2 000 kg。齐苗期结合中耕除草追第一次肥，每

667 m2 施稀人粪尿 1 000 kg 加尿素 5 kg，以促苗

生长健壮；出苗后 30 d 左右，结合中耕除草进行

清沟高培土追第二次肥，每 667 m2 施复合肥20
kg。试验期间观察记载各参试品种的生育期、植株

性状、结薯情况、抗性等。
1.2 马铃薯稻草覆盖免耕栽培试验

供试品种为紫花 851。试验设 4 个处理，分别

为稻草覆盖 10 cm +免耕栽培（A1）；开穴 5 cm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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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 851

泉引 1 号

泉引 2 号

白 花 仔

台湾红皮(CK)

57.00

75.00

67.25

71.50

52.50

53.50

76.50

67.50

68.00

55.00

品 种

56.00

77.50

66.00

72.50

54.20

55.50

76.35

66.60

70.65

53.90

d

a

c

b

d

C

A

B

B

C

667 m2 折算

产量（kg）
名次

比对照增减产

（%）

1682.75

2314.95

2019.30

2142.1

1634.25

4

1

3

2

5

+3.0

+41.65

+23.56

+31.08

-

22 m2 小区产量（kg）

Ⅰ Ⅱ Ⅲ 平均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表 1 不同品种产量表现及差异显著性

种后覆土+稻草覆盖 3 cm 免耕栽培（A2）；开穴10
cm 播种后覆混有机泥土+无稻草免耕栽培（A3）；普

通栽培（A4，对照）。按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22.95 m2。播种前先划畦开沟，用锄头砍

断较高的稻桩和大草，不施用除草剂，做成畦宽1.5
m，沟宽 15～20 cm，沟深 10 cm。开沟时挖起来的

泥土要均匀地抛在畦中间，畦面要整成弓背形，以

利于排水。每 667 m2 用进口复合肥50 kg 施穴边作

基肥，播后用家畜粪和火烧土1 500 kg 盖种。
1.3 马铃薯培土栽培试验

供试品种为紫花 851。设 4 个处理，分别为出

苗后10 d 培土 1 次（B1）；出苗后 10 d、20 d 各培

土1 次（B2）；出苗后 10 d、20 d、30 d 各培土 1 次

（B 3）；不培土（B4，对照）。随机组合排列，3 次

重复。小区面积 22 m2，畦宽 80 cm，沟宽 30 cm，

畦高 30 cm 以上。每畦种 2 行，株行距 35 cm×55
cm。每 667 m2 用进口硫酸钾复合肥 30.3 kg，施于

穴底，盖土 2 cm 后才下种，每 667 m2 用火烧土

1 500 kg 盖种。2 月 25 日出苗进行第一次追肥，每

667 m2 用1 000 kg 人粪尿加尿素 5 kg 浇苗，第二次

追肥在出苗后 20 d（3 月 17 日）进行，每 667 m2 用

进口硫酸钾复合肥 30.3 kg，施于穴边，同时中耕

除草。于 3月 7 日第 1 次培土，结合除草松地，以

培住第一片单叶为准；3 月 17 日第 2 次培土，3 月

27 日第 3 次培土。第 1 次培土第 2 次、第3 次培土

培成高畦或高垄。田间病害防治，在马铃薯封行现

蕾期用 60%氟马·锰锌可湿性粉剂600 倍液喷施预

防晚疫病，每隔 5 d 喷一次，连喷 3 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产量表现

从表 1 结果看出，泉引 1 号的产量最高，每

667 m2 为2 314.95 kg，比对照增产 658.20 kg；白

花仔的产量其次，比对照增产507.85 kg；泉引 2 号

的产量居第三，比对照增产385.05 kg，经方差分析

结果，重复间的 F 值为0.59，差异不显著；品种间

的F 值为102.23**，差异极显著。新复极差测验结

果表明，泉引 1 号、泉引 2 号和白花仔三个品种均

比对照种台湾红皮（下同）增产且达极显著水平；而

紫花 851 较对照增产但不显著。
由表 2 可知，白花仔的生育期较长，为 87 d，

比对照长3 d；泉引 1 号、泉引 2 号生育期最短，

仅 87 d，较对照短 10 d；紫花 851 的生育期为 76 d，

较对照短 8 d。

2.2 稻草覆盖免耕栽培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表 3 结果显示，产量最高是处理 A2，每667 m2

为2 276.10 kg，比普通栽培的增产73.7%，大中薯

率77.1%，比对照处理（普通栽培，下同）的65.1%
高 12%；处理A1 的产量其次，每667 m2 为1 859.2
kg， 比对照处理的增产 41.91%，大中薯率 93.3%，

比对照处理的高 28.2%。经方差分析结果，重复间

的 F 值为 0.12，差异不显著；处理间的 F 值为

47.09**，差异极显著。新复极差测验结果表明，

处理 A2、A1 均比对照增产达极显著水平。处理

紫花 851

泉引 1 号

泉引 2 号

白 花 仔

台湾红皮（CK）

品 种
播种期

（日/月）

出苗至

成熟（d）

1/2

1/2

1/2

1/2

1/2

76

74

74

87

84

出苗期

（日/月）

25/2

15/2

15/2

13/2

17/2

成熟期

（日/月）

11/5

30/4

30/4

11/5

11/5

8/4

6/4

7/4

25/4

－

3/4

1/4

2/4

20/4

－

初花期

（日/月）

盛花期

（日/月）

表 2 不同品种的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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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的产量最低，每 667 m2 为 873.0 kg，比对照减

产 33.4 kg，减产且达显著水平。

2.3 不同培土次数对产量影响

表 4 结果显示，经方差分析结果，重复间的 F

值为 5.11，差异不显著；品种间的 F 值为34.06**，

差异极显著。
新复极差测验结果表明，以处理 B1的产量最

高，每 667 m2 平均折算产量 1847.1 kg，比对照（处

理 B4）增产 18.1%，增产极显著。处理B2的产量居

第二位，每667 m2 平均折算产量1 697.9 kg，比对照

增产 8.6%，增产极显著。而处理B3 的产量依次列

第 3 位，比对照增产，但差异不显著。
由表 5 结果可知，经过培土的处理B1、 B2 和

B3 的大中薯率均比对照（不培土）的高，其中大中

薯产量最高的是处理 B3，为 88.8%，比 对照高

25.4% ； 其 次 是 处 理 B2， 大 中 薯 率 较 对 照 高

16.1%；第三是处理B1，其大中薯率为78.1%，比

对照高14.7%。

65.0

71.5

32.9

43.9

67.5

83.0

27.9

40.4

59.5

80.5

29.5

51

A

A

B

B

22.95 m2 小区产量（kg）

重复Ⅰ 重复Ⅱ 重复Ⅲ 0.01

b

a

d

c

差异显著性

0.05

667 m2

平均产量

（kg）

1859.2

2276.1

873.0

1310.1

A1

A2

A3

A4（CK）

处理
大中薯

率（%）

90.3

77.1

65.0

65.1

表 3 马铃薯稻草覆盖免耕栽培试验产量

参试小区的产量表现

B1

B2

B3

B4(CK)

61.25

55.50

51.25

49.00

60.00

55.00

53.50

52.25

处理

61.50

57.50

55.25

53.50

a

b

c

c

A

B

BC

C

667 m2 折算产量（kg） 比对照增减产（±%）

1847.1

1697.9

1617.0

1563.9

+18.1

+8.6

+3.4

-

22 m2 小区产量（kg）

Ⅰ Ⅱ Ⅲ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表 4 各参试处理的产量表现

42.3

38.9

43.3

28.3

个数

B1

B2

B3

B4(CK)

处理 单株结薯数（个）

5.2

5.4

6.0

5.3

单株薯块重（g）

468.4

492.1

546.3

453.6

63.1

63.0

78.4

45.0

大薯（＞100 g）

重量（g） 个数

42.3

38.9

38.9

47.1

中薯（50~100 g）

个数 重量（g）

15.4

19.2

17.8

24.5

15.0

16.5

10.4

18.4

小薯（＜50 g）

重量（g）

21.9

20.5

11.2

36.6

大中薯占有率

个数 重量（g）

57.7

58.1

61.1

52.8

78.1

79.5

88.8

63.4

3 小 结

探讨马铃薯不同品种、稻草覆盖免耕栽培、培

土栽培等栽培试验，是提高马铃薯产量、省本高

效、增加农民收入的轻型栽培技术。
试验结果表明，首先，种植优良的品种是马铃

薯夺取高产的关键。泉引 1 号、白花仔、泉引 2 号

丰产性好、抗性较强、生育期适中，可作为我县春

秋栽植的良种。其次，在栽培过程中，采取稻草覆

盖免耕栽培技术，即穴深 5 cm，播种后覆土加稻

草覆盖 3 cm，既可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商品率、

又能省工省本，减轻劳动强度，值得大面积推广应

用。第三，适当增加培土次数，于出苗 10 d、20 d
和 30 d 各培土 1 次，有助于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

商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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