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马铃薯 , 第 22 卷 , 第 1 期 , 2008

马铃薯为天 水市三大作 物之一 , 年播 种面积

5.3 万 hm2 左右, 主要栽培在高寒阴湿的贫困山区,

该区域是各级政府扶贫的重点, 也是适宜马铃薯生

长的最佳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内外马铃

薯深加工企业的带动 , 马铃薯以自身独特的优势 ,

效益逐年提高 , 一般产 值是小麦的 2 倍 , 玉米的

1.6 倍。为此, 农民的种植积极性高涨, 商品意识、

产业意识不断增强, 投入程度逐年增加, 在加大以

农家肥为主等有机肥施用的同时 , 进行配方施肥、

叶面追肥等措施, 但叶面肥品种繁多, 农民往往盲

目选择。为筛选出适宜当地马铃薯增产效果显著的

叶面肥品种 , 指导农户应用 , 我们于 2006 年进行

了马铃薯叶面追肥的效果试验[1- 4]。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品种: 马铃薯青薯 6 号。

叶面肥: 基因传导素( 包头市若尔斯复合肥厂,

陕西省佳美巨科工贸有限公司) ; 土豆膨大素( 山西

省运城奇星农药有限公司) ; 容大丰( 云南容大丰生

物化工有限公司) 。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天水市秦州区东南部的平南镇孙集村进

行, 海拔 1 684 m 旱川地 , 土壤属黑绵土 , 土壤肥

力中等, 前茬作物为小麦, 冬前畜耕一遍, 春季播

种前机耕一遍 , 结合施基肥再用旋耕机耙耱一遍。

基肥施用农家肥 , 每公顷适用 36 750 kg, 复合肥

( N、P2O5、K2O 各15%) 。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 5 个处理 , 分别为 ① 基因传导素 1粒

加水 30 kg; ② 土豆膨大素 800 倍 ; ③ 容大丰500

倍; ④ 基因传导素 + 土豆膨大素各倍数的1/2 混合

液 ; ⑤ 清水对照( CK) 。随机排列 , 重复3 次 , 5

行区 , 小区长8.25 m, 宽 3 m, 小区面积 24.75 m2,

行 距0.6 m, 株 距 0.33 m。 每 小 区 种 125 株 , 密

度50 530 株·hm- 2, 6 月30 日 盛 花 期 喷 施 各 种 叶

面 肥 。 供 试 品 种 于 3 月 28 日 催 芽 , 10 d 后 待 芽

长 约 0.5 cm 切 块 播 种 , 每 块 重 量 约 50 g, 每 个

薯 块 保 证 有 健 壮 芽 1 ～2 个 , 并 用 500 倍 甲 霜 灵

和 1 500 倍甲基异柳灵拌种。

1.4 田间管理

试验于 4 月 16 日挖坑点种 , 5 月 27 日锄草松

土 , 9 月 6 日 结 合 培 土 追 肥 尿 素187.5 kg·hm- 2, 6

月 10 日用菊乐合酯 1 500 倍防蚜, 7 月 2 日调查病

毒病, 8 月 7 日用甲霜、甲霉可湿性粉剂 800 倍防

治 晚 疫 病 , 9 月 15 日 调 查 植 株 晚 疫 病 、 环 腐 病 ,

10 月 11 日收获, 调查统计大中薯率、产量及块茎

晚疫病、环腐病病薯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长势

长势强弱不明显, 生育期相同, 主茎数土豆膨

大素最多为 3.5 个 , 基因传导素最少为 2.3 个 ;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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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膨大素分别为 7.2 个、7.1 个 ; 最低为容大丰

5.6 个 , 单株薯重最高为基因传导素 + 土豆膨大素

778 g, 其次为土豆膨大素 630 g, 分别较对照 565 g

高 213 g, 65 g, 其余品种差别不大 ; 大中 薯率最

低的为土豆膨大素 73.6%, 其次为对照 77.2%, 其

余品种基本相同为 80.8%～81.8%。

2.4 产量

收获测产结果看出 , 产量最高为基因传导素+

土豆 膨大素 , 39 332.8 kg·hm- 2, 其 次 为 土 豆 膨 大

素 , 31 854.3 kg·hm-2, 分 别 较 对 照 增 产 37.8% 、

11.6%, 基因传导素、容大丰与对照差别不大, 分别

增产 3.5%、2.1%( 见表 2) 。

表 2 经济性状与产量、效益

处理
商品薯率

( 个) ≥300 g ≥150 g ≥75 g

①

②

③

④

⑤

6.4

7.2

5.6

7.1

5.8

8.9

6.9

8.2

8.1

9.1

45.3

30.7

43.1

45.6

45.9

27.6

36.0

18.5

27.0

22.2

小区产量

( kg)

折合产量

( kg·hm- 2)

商品薯

率( %)

商品薯≥75 g

( kg·hm- 2)

产值

( 元·hm- 2)

用量

( 粒、袋)·hm- 2
< 75 g

18.2

26.5

18.1

19.3

22.8

73.1

78.8

72.1

97.3

70.6

29 550.1

31 854.3

29 145.9

39 332.8

28 539.5

81.8

73.6

81.5

80.8

77.2

24 172.0

23 444.8

23 753.9

31 780.9

22 032.5

19 337.6

18 755.8

19 003.1

25 424.7

17 626.0

15

15

15

各 7.5

-

成本

( 元·hm- 2)

较对照

纯收入

( 元·hm- 2)

90

30

30

75

0

1 621.6

1 099.8

1 347.1

7 723.7

-

单株结薯

( kg)

585

630

577

778

565

注: 商品薯 0.8 元·kg- 1 ; 基因传导素 6 元·粒- 1; 土豆膨大素 2 元·袋- 1 ; 容大丰 2 元·袋- 1 。

高基因传导素最低为 59.9 cm, 最高为 CK 和容大

丰, 分别为 69.5 cm、69.0 cm。

2.2 抗病性

病毒退化: 基因传导素、基因传导素 + 土豆膨

大 素 相 对 较 重 , 病 株 率 均 为 10.0%, 病 指 数 均 为

2.5%, 其余病株率均为 5.0%, 病指数均为 1.3%。

晚 疫 病 : 病 株 率 均 为 100% , 病 指 数 基 本 相

同, 在 6.5%～7.0%之间, 仅相差 0.5%～0.2%。

环腐病: 无论病株率、病指数、病薯率均为 0

( 表1) 。

2.3 单株结薯

单 株 结 薯 最 多 为 土 豆 膨 大 素 、 基 因 传 导 素 +

病毒性退化

处理

①

②

③

主茎数( 个)

2.3

3.5

2.7

株高

( cm)

59.9

62.9

69.0

块茎病薯率

( %)

0.07

0.10

0.17

病株率

( %)

10.0

5.0

5.0

病指数

( %)

2.5

1.3

1.3

病指数

( %)

7.0

6.8

6.5

④

⑤

2.4

2.8

61.7

69.5

0.33

0

10.0

5.0

2.5

1.3

6.6

7.0

出苗至成熟

( d)

134

134

134

134

134

生长势

++

++

++

++

++

晚疫病

病株率

( %)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1 生长势与抗病性

3 结 论

在马铃薯盛花期, 追施几种叶面肥试验, 均不

同程度提高产量和商品薯率。马铃薯叶面追肥以基

因传导素 + 土豆膨大素增产、增值最显著, 分别为

10 793.3 kg·hm- 2、7 723.7 元·hm- 2, 土 豆 膨 大 素 、

基因传导素、容大丰均有增值效果, 而且几种叶面

肥可与防蚜药剂现配即用 , 节省劳动 力 , 不同浓

度、喷施次数需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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