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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属于无性繁殖作物 , 整 个 生 育 期 均 易

感染多种病毒病 , 导致马铃薯品种种性退化 , 品

质变劣 , 植株矮小 , 产量下降 , 经济效益低而不

稳。

目前 , 采用茎尖培养生产脱毒 种 薯 , 是 提 高

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首选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 ,

毕 节 地 区 成 功 地 运 用 了 马 铃 薯 脱 毒 技 术 的 研 究 ,

在生产上表现出极明显的增产效率。特别是在威

宁 冷 凉 的 气 候 条 件 下 , 马 铃 薯 病 虫 害 不 易 发 生 ,

马铃薯种性退化慢 , 所以该地区是贵州省主要的

马铃薯种源基地 , 扩繁的马铃薯种薯 , 在低海拔

地区栽培可获增产效果[1]。马铃薯种薯生产和商品

薯生产有不同的技术要求 , 2006 年贵州省农业厅

脱毒马铃薯良种扩繁、推广与高产示范项目开始

实施。结合示范基地的土壤等条件 , 为了探讨氮、

磷、钾配合施用对宣薯 3 号二级脱毒原种产量和

种薯数量的影响, 特进行了本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威宁县雪山镇 , 海拔 2 200 m, 土

壤为灰泡黄泥土 , 肥力中等 , 每千克有机质含量

34 g, 全氮 1.75 g, 碱解氮 117 mg, 速效磷 18 mg,

速效钾 950 mg, pH 值 5.65。

1.2 试验材料

马铃薯扩繁品种为云南省宣威市农技中心选育

的脱毒原种。试验所用肥料: 氮肥为尿素, 肥料养

分含量 46.3%; 磷肥为普通过磷酸钙, 肥料养分含

量 ≥16.00% ; 钾 肥 为 硫 酸 钾 , 肥 料 养 分 含 量 ≥

50.00%。

1.3 试验设计

试验因素有氮肥、磷肥、钾肥, 采用“3414”试

验设计, 试验编码见表 1, 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得到

试验方案[2]。

1.4 试验方法

种植模式为旱地净作, 单垄种植, 行距 50 cm,

窝距 33 cm, 种植密度为每公顷 60 750 株 , 播 期

为 3 月 8 日 , 小区面积 30 m2。氮磷钾肥一次性作

基肥施用, 苗期进行查苗、补苗, 在块茎形成期进

行一次中耕培土, 同时注意蚜虫和晚疫病等马铃薯

表 1 因素设计

试验因子 N P2O5 K2O

最小量- 下限 0.00 0.00 0.00

最大量- 上限 375 250 525

试验所有肥料名称 尿素 过磷酸钙 硫酸钾

肥料养分含量( %) 46.00 18.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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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氮、磷、钾配合施用对宣薯 3 号二级脱毒原种产量和种薯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马铃薯的产

量最佳施肥方案为每公顷施农家肥 11 250 kg、N 肥 172.5 kg、P 肥 75 kg、K 肥 150 kg, N: P: K 比例为 1:0.4:0.9, 产

量高达 30 481.5 kg , 产投比为 3.1: 1; 马铃薯种薯数量的最大施肥方案为每公顷施 N 肥 156 kg、P 肥 85.5 kg、K 肥

120.5 kg, N: P: K 比例为 1:0.55:0.77, 每公顷结薯数产量高达 158 055 个, 在栽培时可结合二者进行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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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 24411.6 127395

3 1 2 2 29038.65 145410

4 2 0 2 24809.25 129735

5 2 1 2 28362.6 150735

6 2 2 2 30808.35 148740

7 2 3 2 26950.8 131730

8 2 2 0 24015.9 131070

9 2 2 1 29213.1 141405

10 2 2 3 27866.7 131730

11 3 2 2 29510.1 128730

12 1 1 2 29846.7 149745

13 1 2 1 27114.3 156405

14 2 1 1 29514.3 152745

1 0 0 0 23213.25 120060

处理

名称

代码 产量

( kg·hm- 2)

重量小于 50 g 的

种薯数( 个·hm- 2)N( N) P2O5( P) K2O( K)

病虫害的防治。10 月 8 日收获。

2 结果与分析

2.1 数学模型的建立

2.1.1 产量数学模型的建立

将田间试验结果( 表 2) 输入计算机 , 得出威宁

县马铃薯产量模型:

Y=23231.45877+2572.845093X1+590.247366X2+

5417.97009X3-1303.107276X1
2-2014.400458X2

2-

1905.882276X3
2+1946.992979X1X2-

473.884294X1X3 +1242.592979X2X3 ( 1)

式中 , Y 为马铃薯产量 , X1 为 N 肥施用量 ,

X2 为 P2O5 肥施用量, X3 为 K2O 肥施用量。

马铃薯产量模型方程检验结果表明, 威宁县马

铃薯产量模型 F 值为 19.989, 达到 0.01 显著水平 ,

说明可以对方程( 1) 进行优化[3]。

2.1.2 重量小于 50g 的种薯数模型的建立

将田间试验结果( 表 3) 输入计算机 , 得出威宁

县马铃薯施肥模型:

Y=120619.48461+20961.10344X1+25655.42162X2+

9002.69435X3-10380.9716X1
2-9243.01709X2

2-

8576.19891X3
2 - 1375.655947X1X2 +

6616.61678X1X3 + 2168.434963X2X3 ( 2)

式中, Y为重量小于 50 g 的小薯数, X1 为 N 肥

施用量, X2 为 P2O5 肥施用量, X3 为 K2O 肥施用量。

马铃薯重量小于 50 g 的种薯数模型方程检验

结果表明 , 威宁县马铃薯重量小于 50 g 的种薯数

模型 F 值为 9.664, 达到 0.05 显著水平[4]。

2.2 最高产量施肥方案

研究表明, 每公顷施 N 肥 225 kg、P 肥 94.5 kg、

K 肥 165 kg, N: P: K 比 例 为 1:0.4:0.8。 与 对 照 相

比, 在该施肥方案下平均每千克肥料增产 15.4 kg,

马铃薯获得最高产量。

研究还表明, 马铃薯要获得最大种薯数量, 则

每公顷应施 N 肥 156 kg、P 肥 85.5 kg、K 肥 120.5

kg, N: P: K 比例为 1: 0.55: 0.77。 与 对 照 相 比 , 在

该施肥方案下平均每公斤肥料增产 105 个。

2.3 最经济施肥方案

每 公 斤 按 N 2.72 元 、P 2.22 元 、K 3.20 元 、

马 铃 薯 0.4 元 计 算 , 马 铃 薯 要 获 得 最 经 济 产 量 ,

则 每 公 顷 应 施 N 肥 172.5 kg、 P 肥 75 kg、 K 肥

150 kg, N: P: K 比 例 为 1: 0.4: 0.9。 与 对 照 相 比 ,

在该施肥方案下平均每公斤肥料增产 18.2 kg。

2.4 效益分析

按 每 公 顷 马 铃 薯 30 481.5 kg, 价 格 0.15 元 ;

副产品价格 0.015 元; 人工按 1 050 元计算 , 每公

顷 最 优 施 肥 量 方 案 的 投 入 为 4 045.5 元 , 产 出 为

12 649.5 元, 纯收入为 8 604 元, 投产比为 1: 3.1。

表 2 试 验 方 案

2 0 2 0 150 349.95

3 1 2 124.95 150 349.95

4 2 0 250.05 0 349.95

5 2 1 250.05 75 349.95

6 2 2 250.05 150 349.95

7 2 3 250.05 225 349.95

8 2 2 250.05 150 0

9 2 2 250.05 150 175.05

10 2 2 250.05 150 525

11 3 2 375 150 349.95

12 1 1 124.95 75 349.95

13 1 2 124.95 150 175.05

14 2 1 250.05 75 175.05

1 0 0 0.00 0.00 0.00

N P2O5 N P2O5 K2O

处理

号

养分

2

2

2

2

2

2

0

1

3

2

2

1

1

0

K2O

代码

表 3 试验小区马铃薯的产量和重量小于 50g 的种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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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马铃薯种薯扩繁和商品薯种植, 由于产品的用

途不同, 所以在栽培技术上也有所差别, 马铃薯种

薯生产的目标不仅是产量, 还要求能得到更多的种

子, 即中小薯的数量, 除种植密度外, 施肥是决定

种薯数量的主要因素,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 马铃薯

在每公顷施农家肥 11 250 kg、N 肥 172.5 kg、P 肥

75 kg、K 肥 150 kg 时产量最高。而马铃薯种薯数

量要达最大 , 每公顷施 N 肥 156 kg、P 肥 85.5 kg、

K 肥 120.5 kg。在具体栽培时可结合两者平均数 ,

即每公顷施农家肥 11 250 kg, 施 N 肥 190 kg、P

肥 90.5 kg、K 肥 140.5 kg。此施肥数学模型为威宁

县 N P K 配合施用对宣薯 5 号二级脱毒原种产量

和种薯数量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依据, 在生产

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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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MS 培养基培养马铃薯试管苗的过程中 ,

试管苗培养三代以后, 生长非常细弱 , 并且培养 2

周左右, 其腋芽就开始萌发, 侧枝大量发生, 抑制

了主茎的生长 , 导致试管苗扦插成活率低。用 MS

培养基, 试管苗必须 3 周继代繁殖一次, 给马铃薯

试管苗的培养带来不便。

前人在研究马铃薯试管苗壮苗培养基上作了大

量工作, 在 MS 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激素 , 对

培养壮苗有一定效果[1], 但由于激素价格较高 , 增

加了培育成本, 难以适宜工厂化生产。矮壮素是一

种广谱高效低毒的植物生长延缓剂, 可使试管苗生

长健壮 , 抗逆性增强 , 移栽成活率提高。在葡萄、

怀山药等植物的组织培养中应用已有报道, 而对马

铃薯未见详细报道 [2]。本试验以大西洋、东北白、

克新 1 号马铃薯试管苗为材料, 研究矮壮素在组织

培养中的应用, 以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马铃薯试管

苗的工厂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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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 , 以大西洋、东北白和克新 1 号的试管苗为试验材料 , 研究矮壮素在马铃薯试

管苗快繁、壮苗及种质保存中的作用。结果表明 , 在 MS 培养基中加入 0.3~0.8 mg·L- 1 的矮壮素能有效抑制马铃薯

试管苗的腋芽萌发 , 推迟腋生枝条萌芽的时间 , 保持马铃薯试管苗的正常生长 , 便于试管苗的增殖 , 能使马铃薯

试管苗种质常温保存达 2 个月 , 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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