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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伊里
，

秦 听

�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
，

黑龙江 哈尔滨 ������ �

摘 要
� 以特用型马铃薯品种

“
东农 ���

”
为材料

，

在 ����
一����年进行 了种植密度与钾肥用量对产量的影

响试验
。

结果表明
，

该品种在不 同种植密度与钾肥用量下单株产量差异显著
，

在本试验中以行距 ��
�� 和株距

��
。 � 的密度

、

硫酸钾用量 �����
·

��
一，
最适合该品种的个体生长

，

能获得较高的单株产量和商品薯产量 � 行距

�� �� 和株距 ��
�� 的密度

、

硫酸钾用量 �� ��’ ��一 最适合该品种的群体生长
，

能获得较高的群体产量和商品

薯产量
。

关键词
�

马铃薯� 密度 � 钾肥 � 产量

马铃薯是高产作物
，

对肥料的要求较高
。

在

氮
、

磷
、

钾三要素中
，

马铃薯对钾肥的需要量最

大
。

每生产 �����块茎
，

大概需要从土壤中吸收

氮�
�

�一�
�

���� 磷 �
�

�一�
�

���� 钾 �
�

�一�
�

���
。

充足

的钾肥有加强植株体内代谢过程的作用
，

并能增

强光合强度
，

延缓叶片衰老进程
，

从而增加光合

时间〔’�。 合理密植是保证马铃薯获得高产的前提
，

在一定范围内
，

随着种植密度的加大
，

马铃薯的产

量也增加
，

但商品率却会有所下降���
。

低施肥水平

时宜增加密度靠群体增产
，

高施肥水平时宜降低密

度
，

以提高单株生产力
，

达到群体增产的效果���
。

由于遗传特性的差异
，

不同品种对施肥量的反

应不同
，

对种植密度的反应也有所差异
。

针对特定

的品种进行与之相配套的栽培试验在马铃薯的生产

中具有重要意义
。

马铃薯品种
“
东农 ���

”
系东北农

业大学选育的鲜食特用型马铃新品种
，

该品种薯皮

和薯肉颜色均为深紫色
，

花青素含量高
，

淀粉含量

较高
，

可做鲜食用途的功能食品及用于食用天然色

素的提取
。

该品种在常规栽培条件下产量较低
，

商

品率更低
。

特用品种的产量对使用者而言并非是绝

对的限制因素
，

但对生产者来讲
，

需要获得较高的

产量
。

为了发掘特用品种的生产潜力
，

我们进行了

为期两年的栽培密度与钾肥用量试验
，

通过对产

量
、

结薯数量
、

商品薯产量和商品薯数量等主要产

量性状进行鉴定与评价
，

探讨最佳的生产条件
，

以

充分发挥该品种的产量潜力
。

材料与方法

收稿日期
� �����

一
��

一
��

基金项目
�

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
一��

作者简介
�

石瑛�����
一�

，

女
，

副研究员
，

主要从事马铃薯育

种及栽培技术研究
。

�� 试验材料

马铃薯品种
“
东农 ���

”
原种二代

。

�� 田间试验

试验地设在东北农业大学香坊农学试验站
。

试

验地前茬为玉米
。

供试土壤为黑钙土
，

有机质
、

水

解氮
、

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
�

� �
·

��
一，、

���
�

���
·

��
一�、

��
�

���
·

��
一�、

���
�

���
·

��
一�。 ����

年播种 日期为 �月�� 日� ���� 年播种 日期为 �月

��日
。

田间排列为随机区组
，
�次重复 � �行区

，

行

长��
，

行距 ��
�� � 整薯播种

，

肥料在播种前施

人
。

试验设置肥料处理 �个水平
� ��

，

常规施肥

�尿素 ����
·

��屯 �二按 ��� ��
·

��一 �硫酸钾 ��

��
·

��犯�� ��
，

二倍钾肥�尿素 ����
·

��一 �二钱

�����
·

��一 �硫酸钾 �����
·

��一�� 密度处理 �个

水平
� �一

，

株距 ����� ��
，

株距 �� �� � ��
，

株

距��
�

�� 共计 �个处理组合�见表 ��
。

生育期间

采用正常的田间管理
。

收获 日期为 ����年 �月��

日和����年�月 �� 日
，

以小区为单位进行收获
，

小区收获面积为中间 �行区
，

每行中部 ��行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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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试验处理及代号

处理代号 肥 料 密 度

�� �� ��

，‘，、����

��

�，白��� �

��

�� 行长的区域
。

记载小区收获株数
，

实测小区产

量
、

结薯数量
、

商品薯�单薯重达 �� �以上的块

茎 �产量和商品薯数量等性状
。

对获得的各小区产

量性状观察值折算成单株产量
、

单株薯数
、

单株商

品薯产量和单株商品薯数量等指标
。

对测得的两个

年度的单株产量性状和部分小区产量性状按二因素

随机区组设计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方差分析及差异

显著性测验����法��
�，。

，一，��
﹁�︸����

�� �� ��

�� 数据采集及处理

小区收获面积为小区中部 �行区
、

每行中部

� 结果与分析

��� 单株产量和单株薯数

把两个年度不同处理下单株产量性状的方差分

析��值�和多重比较结果列成表 �和表 �
。

表 � 各个单株产量性状的�值

单株产量 单株薯数 单株商品薯产量 单株商品薯数量

变异来源

————
�值 尸值 �值 尸值 �值 �值 �值 尸值

区组间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间 ���
�

�� ��洲��� ����� �
�

侧洲��� ��
�

�� ������ ��
�

�� �
�

创〕��

处理间 �
�

�� �
�

����� �
�

�� �
�

����� �
�

�� ������ �名� �
�

�����

年度�处理 �
�

�� �刀��� �
�

�� ������ ��� ����� �
�

�� �����

注
�尸� ����为差异显著�尸� ���� 为差异极显著

。

从表 �可以看出
，

该品种的单株产量在年度间

和处理间均表现出极显著的差异
。

且年度间的 �

值远远大于处理间的 �值
，

表明此品种单株产量

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要大于不同栽培措施的影响
。

单

株薯数仅在年度间表现出极显著的差异
，

在不同栽

培措施的处理间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

可见
，

对

该品种而言
，

单株薯数是受基因型控制且相对稳定

的性状
，

不同的栽培措施没有导致单株薯数的显著

变化 � 但气候条件对单株薯数的影响却是显著的
。

该品种不同年度间的单株产量差异显著
，
����

年单株产量����
�

���和单株薯数��
�

�� 个 �的平均值

均显著高于 ����年单株产量�巧�
‘

���和单株薯数

��
�

��个�的平均值
。

由表 �可见
，

所有处理中单株产量最高的是

��处理
，

平均单株产量为 ������� 其次是 �� 和

��处理
，

平均单株产量依次为 ���
�

��和 ���
�

���

这 �个处理的单株产量差异不显著
。

单株产量最低

的是 ��处理
，

平均单株产量为 ������� �� 处理

的平均单株产量为 ����� �� 这 �个处理的单株产

量差异也未达显著水平
。

所有处理单株薯数的平均

值在 ������
�

�� 个之间
，

各处理间的差异不显著
。

可见
，

对于东农 ���这一特定的品种而言
，

栽培措

施在一定范围内的改变不足以影响到该品种的单株

结薯数量
。

也就是说
，

栽培措施所引起的产量变化

主要是缘于影响该品种另一重要的产量性状
，

即平

均单薯重
，

不同的种植密度和施肥处理所导致的是

平均单薯重的变化
。

��� 单株商品薯产量和单株商品薯数量

从单株商品薯产量和单株商品薯数量的方差分

析结果�表 ��可以看出
，

两个性状均表现出年度间

和处理间的极显著差异
。

同时
，

两个性状均为年度

间的 �值大于处理间的 �值
，

也就是说商品薯产

量和商品薯数量与单株产量的变化规律是相似的
，

即气候条件的影响大于栽培措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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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

小区产量
� 商品薯产量

︵罗︶喇礼娜哈袒

��，�‘�︸�︸�汽
、︶，︼�

不同年度单株商品薯产量和单株商品薯数量

的存在显著差异
，
����年的平均单株商品薯产量

����� ��和单株商品薯数量����个 �均显著低于

����年的平均单株商品薯产量���
�

���和单株商品

薯数量��
�

��个�
。

处理

︸、︶�
��︶�
︸�︸�，︼，‘

，且�，�且

︵罗︶训仗凶份

表� 不同处理各个产量性状的表现

处理代号
单株产量 单株薯数 单株商品薯 单株商品薯
��� �个� 产量��� 数量�个�

�� �� �� �� �� ��

图 � 不同处理的小区产量与商品薯产量
�� ���

�

��

�� ���
�

��

�
�

�� �
��

�

� �

��
�

� �
气〕 一

小区产量 一，一 单株产量

��
�

���

︵罗︶恢举咽哥

�����������������
�气︸�气︸�

︸�︸，‘，︸���

︵罗︶咧生因
‘
一
、

�扮扮阮������������

�� ���
�

���

�� ���
�

��

�� ���
�

�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小写字母表示在 ��水平上差异显著

。

从各个处理单株商品薯重量和数量的结果�表

��
，

我们可以看出
，

单株商品薯产量最高的为 ��

处理
，

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

平均单株商品薯产量达

���� �� 单株商品薯产量最低的为 ��处理
，

平均单

株商品薯产量仅为��
�

��� 其它处理间在单株商品

薯产量上差异不显著
。

全部处理单株商品薯数量的

平均值在 ����一�
�

�� 之间 � 其中
，

��处理的单株商

品薯数量最高
，
��处理的单株商品薯数量最低

。

��� 小区产量与单株产量的比较

生产上所获得的产量是群体产量
，

是由单株

产量和单位面积株数共同决定的
。

因此我们又对

小区产量和商品薯产量两个性状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显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
。

根据不同处理小区

产量和商品薯产量的平均值绘成图 �
。

由图可见
，

产量和商品薯产量均高的为�� 处理 � ��处理的产

量与�� 处理相近
，

但商品薯产量较低 � ��处理的

产量中等
，

但商品薯产量与 �� 处理相近
。

把小区产量与单株产量结果绘成图 �
，

图中表

现出各处理的小区产量在单株产量基础上主要受种

植密度的影响
。

�� 和 ��处理的小区产量显著高于

其它处理 � ��和 ��处理的小区产量受钾肥用量的

影响
，

二倍钾肥的�� 处理产量显著高于 ��处理 �

��和 ��处理总体产量也偏低
，

��处理产量显著

高于 ��处理 � ��与 ��处理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

通过以上对各产量性状的分析可以看出
，

在

��������

��

图 �

�� �� �� ��
�� 处理

不同处理的小区产量与单株产量

试验设计的处理范围内
，

马铃薯品种东农��� 在��

处理下单株产量和单株商品薯产量最高
，

在 �� 处

理下小区产量和小区商品薯产量最高
，

但二处理间

在单株产量和小区商品薯产量上差异不显著
。

� 讨 论

本试验是针对一个特用型品种
“
东农 ���

”
而进

行的
，

该品种薯皮和薯肉颜色均为深紫色
，

花青素

含量高
，

淀粉含量较高
，

可做鲜食用途的功能食品

和用于食用天然色素的提取
。

在常规栽培条件下其

产量较低
，

商品率更低
。

当然
，

对于特用型品种而

言
，

产量高低并非绝对的限制因素
，

但产量低必然

影响品种的推广和利用
。

因此
，

我们进行密度与钾

肥用量的栽培试验
，

通过设置不同的处理
，

筛选出

较适宜的栽培条件
，

最大限度发挥品种的增产潜力
。

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是由单株产量和单位面

积株数构成的
。

但在栽培条件和品种不同时
，

其产

量构成因素的主次关系有所不同���
。

在栽培水平较

低的情况下
，

马铃薯不能充分发挥其内在的增产潜

力
，

所以单株产量较低
，

因此需要通过增加密度来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而增加密度的结果
，

更促使了

单株产量的下降
。

根据马铃薯具有很高的单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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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生物学特点
，

在栽培水平较高的情况下
，

应该

着重强调充分发挥单株的增产潜力
。

用高产的个体

组成群体
，

不仅仅强调种植密度
，

以获取单位面积

的增产
，

则产量的提高将具有更大的潜力
。

本试验

中对单株产量这一性状而言
，

最高的是 ��处理
，

其次是 ��处理和 �� 处理
，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

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
，

就
“

东农 ���
”
这一特定品种

，

在常规的肥力水平下
，

适当增加种植密度能获得较

高的单株产量 � 而在施用二倍钾肥的条件下
，

则应

适当减少种植密度以保证获得较高的单株产量
。

符

合低施肥水平宜密植
，

高施肥水平宜种植的观点
。

马铃薯生长发育和块茎膨大需要钾素的量最

多
。

钾素对马铃薯的根
、

茎和叶的生长有良好的作

用 � 不同生育时期
，

钾素对马铃薯的株高
、

根和叶

的干重都有促进作用
。

在氮肥充足的情况下
，

钾肥

对提高产量有明显的作用
。

施用硫酸钾还能提高大

中薯的百分率���
。

本试验中的单株商品薯产量这一

性状
，

��处理显著优于其它处理
，

可获得较大的

商品薯产量
。

恰好表明了钾肥可以提高马铃薯块茎

的商品率
。

本试验针对密度设置了 �个处理
，

对肥料设置

了一种营养元素的两个处理
，

试验处理数少
，

且肥

料处理的投肥量要低于实际生产水平
，

可能难以充

分反映品种的产量潜力特性
。

但通过试验我们仍然

可以看出
，

这一特定的品种若配合相应的栽培条

件
，

在产量和商品性上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
。

建议其它地区种植该品种时应结合本地区的土壤肥

力状况
，

在测土配方施肥的基础上确定适宜的肥料

用量
。

另外
，

两年试验期间的气候条件存在较大差

异
，

导致品种的产量水平不够稳定
。

接下来我们将

会进行更加完善的栽培试验
，

以加速该品种的推

广
，

因此
，

在生产上
，

坚持良种与良法相配套的原

则
，

比单纯追求品种质量而忽视栽培管理具有更加

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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