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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市马铃薯多种稻草覆盖栽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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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马铃薯高产栽培新途径, 进一步提高

单产和经济效益, 促进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并有效

利用稻草资源, 达到持续增产增收和改良土壤的目

的[1], 按照福建省农业厅的统一部署, 在马铃薯高产

示范片开展推广稻草覆盖栽培的不同处理对比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地点

试验品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铃丰薯业公司生产

的脱毒新品种费乌瑞它; 试验地点设在福鼎市秦屿

镇冷 城 村 中 稻 田 , 海 拔 30 m, 土 质 为 灰 泥 壤 土 ,

肥力中等, 土层深厚, 排灌方便。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5 个处理: A. 盖土+稻草覆盖; B. 盖有机

肥+稻草; C. 盖稻草+盖土; D. 盖有机肥+盖土; E. 盖

土( 对照) 。3 次重复, 按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小区面

积 15.6 m2, 小区长 13 m, 宽 1.2 m, 畦面宽 0.8 m,

沟宽 0.4 m。每畦种 2 行, 行株距 40 cm×30 cm, 每

小区播 84 穴, 667 m2 播 3 589 穴。

1.3 试验管理

( 1) 深耕整畦 : 稻田经拖拉机翻耕后 , 整畦开

沟播种。

( 2) 施基肥与播种: 每个处理每 667 m2 统一施

入腐熟人粪尿 1 500 kg, 45%硫酸钾复合肥 50 kg,

复合肥集中施在薯种旁。

( 3) 田间管理: 中耕培土 1 次, 后期用 0.2%磷

酸二氢钾根外追肥 1 次, 防治病害 5 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及病害调查

从表 1 看, A、B、C、D、E 各处理生育进程基

本相同, 从播种到出苗 24～26 d, 出苗到现蕾 24 d,

现蕾到开花 10～12 d, 出苗到成熟 70～73 d。成苗率

以 A 处理最高 , 达到 96.4%, 其次是 C 处理 , 为

95.2%, B 处理最低为 84.5%, 其它 2 个处理都为

94%。 从 病 害 调 查 情 况 来 看 , 每 个 处 理 发 病 都 较

重, 这同该品种的抗病性有关。晚疫病重的株发病

率 达 到 52.5%, 轻 的 达 到 40%, 黑 胫 病 发 病 率 为

5%~7.5%[2]。

摘 要: 为了探讨马铃薯稻草覆盖栽培技术的增产效果 , 我们进行了稻草多种覆盖方法的试验。试验结果以

盖土+稻草覆盖( A 处理) 产量最高 , 比对照即直接盖土增产 19.5%, 达极显著水平。盖有机肥+盖土、盖有机肥+稻

草、盖稻草+盖土都比对照增产 , 但增产不显著 , 增产率分别为 7.6%, 7.3%和 3.1%。试验结果表明 , 马铃薯播种

时采用先盖土再盖稻草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可以在生产上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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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稻草覆盖栽培试验生育期观察

处理
出苗

(日/月)

现蕾

(日/月)

开花

(月/日)

成熟

(月/日)

出苗至

成熟(d)

成苗率

(% )

发病率( %)

B 15/2 11/3 21/3 29/4 73 84.5 40 5

C 12/2 8/3 20/3 26/4 73 95.2 40 5

D 14/2 10/3 20/3 25/4 70 94.0 40 7.5

E(CK) 12/2 8/3 20/3 26/4 73 94.0 55 5

A 12/2 8/3 20/3 25/4 72 96.4 52.5 5

晚疫期 黑胫病

注: 播种期为 1 月 19 日 , 收获期为 4 月 27 日。

收稿日期: 2007- 06- 18

作者简介: 陈伯勇( 1962- ) , 男 , 农艺师 ,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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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艺性状

从表 2 看 , 5 个处理平均株高 30.7 cm, 主茎

平均入土深度 6.2 cm, 其中 E 处理以 8.1 cm 为最

深, 其次是 A 处理为 7.4 cm。经济性状中单株结薯

数最多是 A 处理, 为 6.34 个, 最少的是 B 处理, 为

5.73 个。单株结薯重量以 D 处理最重 , 为 617 g;

其次是 B 处理 , 为 613 g; 对照最轻 , 只有 483 g。

大中薯个数占有率以 B 处理最高, 为 75.6%; 其次

是 A 处理, 为 75.2%; 对照最低 , 为 62.4%。大中

薯重量占有率以 D 处理最高, 为 92.7%; 其次是 B

处理 , 为 92.2%; 对照最低 , 为 88.0%。商品率以

D 处 理 最 高 , 达 89.5% ; 其 次 是 A 处 理 , 为

86.2%; 对照最低, 为 70.4%。

从以上经济性状分析 中 可 以 明 显 看 出 , A 处

理、B 处理和 D 处理的经济性状较好, 表现在单株

结薯数、单株薯重、大中薯率及商品率等方面都比

较好, 而对照除了单株结薯数以外, 其它经济性状

都表现最差, C 处理经济性状一般。

表 2 稻草覆盖栽培试验农艺性状

处理
株高

( cm)

入土深度

( cm)

单株薯数

( 个)

单株薯重

( g)

大中薯( >50 g) 青薯( > 50 g) 商品率

( %)

收获率

( %)个数( %) 重量( %) 个数( %) 重量( %) 个数( %) 重量( %)

A 31.6 7.4 6.34 601 75.2 92.0 24.8 8.0 6.3 5.8 86.2 82.9

B 30.6 4.6 5.73 613 75.6 92.2 24.4 7.8 14 8.2 84.0 75.6

C 31.0 5.7 5.83 555 67.4 89.5 32.6 10.5 10.3 11.7 77.8 83.3

D 32.6 5.3 6.0 617 74.5 92.7 25.5 7.3 5.0 3.2 89.5 78.6

E(CK) 27.8 8.1 6.2 483 62.4 88.0 37.6 12.0 9.7 17.6 70.4 84.2

小薯( <50 g)

2.3 产量

试验结果以 A 处理产量最高 , 折算块茎产量

667 m2 达到 1 675.2 kg, 每对照增加 273.5 kg, 增产

率高达 19.5%; 其次是 D 处理, 667 m2 为 1 508 kg,

比对照增产 7.6%; B 处理 667 m2 为 1 504.3 kg, 比

对照增产 7.3%; C 处理 667 m2 为 1 444.5 kg, 比对

照增产 3.1%。经方差分析, 处理间差异明显, 区组

间差异不明显。经处理间差异显著性比较: A 处理

与对照比较差异极显著, 与 C 处理比较差异也达极

显著水平, 与 D 处理和 B 处理比较差异为显著。而

D 处理、B 处理、C 处理及对照之间相互比较产量

差异不显著 ( 表 3, 4) 。

3 小 结

从 试 验 结 果 与 分 析 中 明 显 看 出 , A 处 理 即 盖

土+稻草覆盖产量最高 , 比对照增产极显著 , 也比

其它处理增产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同时农艺性状

也较好, 经济效益高。D 处理产量次之, 与其它处

理比较产量差异不明显, 但在各处理中经济性状表

现最好。突出表现在单株结薯重和大中薯重量占有

率最大 , 商品率最高。B 处理和 C 处理表现一般 ,

但 产 量 比 对 照 略 有 增 产 。 对 照 E 处 理 产 量 最 低 ,

经济性状也最差。因此可以证明: 马铃薯高产栽培

方式采用开沟播种覆土再盖稻草最好, 可以在生产

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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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稻草覆盖栽培试验产量对比

处理
小区产量( kg) 小区平

均产量

( kg)

667m2

产量

(kg)

比对照增减 差异显著性

Ⅰ Ⅱ Ⅲ ( kg) 5% 1%

A 39.9 38.5 39.1 39.2 1675.2 273.5 a A

D 35.5 37 33.3 35.3 1508.6 106.9 b AB

B 36.7 36.7 33.3 35.2 1504.3 102.6 b AB

C 35.1 35.1 33.4 33.8 1444.5 42.8 b B

E( CK) 30.0 30.0 33.5 32.8 1401.7 b B

(%)

19.5

7.6

7.3

3.1

表 4 稻草覆盖试验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区组间 2 4.188 2.094 0.666 4.46 8.65

处理间 4 70.346 17.586 5.595* 3.84 7.01

误差 8 25.146 3.143

总计 14 99.68

福鼎市马铃薯多种稻草覆盖栽培试验———陈伯勇 , 王怀震 , 林宗学 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