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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马铃薯品种性状、种植密度、种植方式进行同田对比试验。经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 马铃薯新

品种中甸红每 667 m2 种植 6665 株、13 330 块茎( 25 cm×40 cm) 的产量和质量最高 , 显著优于当地主栽品种米拉。

为本地区马铃薯品种升级换代和完善栽培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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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华宁县宁州镇火头村主要种植马铃薯 ,

马铃薯是该村的一大支柱产业。全村常年种植面积

近 227 hm2, 居全县首位。长期以来 , 由于品种单

一 , 种质退化 , 耕作粗放 , 栽培技术落后等原因 ,

2001 年( 历 史 最 高 年) 平 均 单 产 仅 为 1 175 kg( 鲜

薯) ,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3 000 kg 的水平。因此,

解决该村马铃薯品种退化, 进行脱毒良种的试验示

范, 使其增产增值, 增加农民收入, 成为该村乃至

全县马铃薯种植区急待解决的问题。2004 年农业

科技人员从海拔 2 043 m 的玉溪市江川县农业局农

技站繁种基地引进新品种中甸红 , 进行试验示范 ,

通过品种比较试验、 种植密度对产量产值的影响、

马铃薯起垄与常规打塘的种植方式同田对比试验 ,

均表现出明显的效益。为该地区乃至全县马铃薯品

种升级换代和完善栽培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加快当

地种植业结构调整,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促进马

铃薯种植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的基本情况

研究地点位于华宁县城东北山区宁州镇火头村,

距离县城 40 km, 属北温带气候区 , 海拔 2030 m,

年平均气温 10℃, 最冷月月平均气温 5℃, 最热月

月 平 均 气 温 19℃,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 5℃, 有 霜 冻 ,

年总积温 5 000℃, 年降雨量 1 800 mm, 年均日照

2230 h, 土壤为轻质壤土。

1.2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用引进脱毒马铃薯: 中甸红( 三级种)

和当地的马铃薯当家品种米拉。中甸红系迪庆州农

业科学研究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从红宣品种的大

田中优选出单株 , 经多年系统选育 , 于 1991 年育

成。2001 年经专家鉴定会议审定 , 并经云南省农

科院生物所脱毒。该品种植株形状直立, 株高 0.76

m, 叶 色 浓 绿 , 茎 绿 色 , 花 冠 白 色 , 天 然 结 实 性

好, 生长势强。块茎椭圆形, 表皮光滑, 芽眼微红

色且多, 皮淡黄色, 肉白色。休眠期中等, 耐贮耐

运 , 生育期 97 d, 耐旱耐寒性强。抗青 枯病 , 耐

高, 二倍体材料 09136 .02、S. tarigense 转化率明显

高于四倍体的 C- 1- 7 及甘农薯 2 号。4 种材料转化率

表现为: 09136 .02>S. tarigense>甘农薯 2 号>C-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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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铃薯区域试验品种性状对比

性 状 中甸红 米拉( CK)

播种期( 日/月) 16/2 16/2

出苗期( 日/月) 7/3 8/3

出苗率( %) 99 96

株高( cm) 76 81

植株形状 直立 直立

株丛繁茂度 强 中

成熟期( 日/月) 12/6 16/6

生育期( d) 97 103

结薯集中性 集中 集中

烂薯率( %) 0.11 0.39

块茎大小 大 中

食味品质 上 中

薯形 椭圆 椭圆

芽眼深度 中 浅

皮色 黄 淡黄

肉色 白 淡黄

表皮光滑度 光滑 粗糙

苗期长势

开花期( 日/月)

强

12/4

弱

21/4

美洲斑潜蝇; 中抗疮痂病和普通花叶病。属中晚熟

马铃薯品种。

1.3 试验方法

1.3.1 品种比较试验

供试品种为中甸红和米拉, 试验地点土壤为砂

质黄壤, 肥力中等, 2 月 18 日播种, 栽培管理均同

于大田生产。 试验采用同田对比试验设计, 种植规

格 25 cm×40 cm, 每 667 m2 块茎、株数为 13 330、

6665。试验面积为 1 334 m2, 按南北向均匀分成两

块, 区间距 30 cm。

1.3.2 种植密度试验

供试品种为中甸红, 2 月 16 日播种, 3 月 3 日出

苗, 5 月 27 收获, 栽培管理同大田生产。 试验采用

随机区组设计[1], 6 个处理( A, B, C, D, E, F) , 3

次重复, 各处理的种植规格分别为: 20 cm×40 cm、

30 cm×40 cm、20 cm×25 cm、30 cm×35 cm、25

cm×40 cm、20 cm×35 cm, 每 667 m2 茎数分别为:

16660, 11110, 13330, 12690, 13330, 19040, 株数

分别为: 8330, 5555, 6665, 6345, 6665, 9520, 小

区面积为 4.5×3.0 m2, 区间距 30 cm, 重复间距 40 cm。

1.3.3 起垄与常规打塘的种植方式同田对比试验

供试品种为中甸红, 2 月 18 日播种, 3 月 5 日

出苗 , 5 月 29 日收获 , 栽培管理同大田生产。试

验田 1334 m2, 按南北向均匀分成两块, 区间距 30

cm, 株行距 25 cm×40 cm。在深耕耙平的地块上 ,

起垄种植按行距 40 cm, 深 25 cm 开沟。顺沟施底

肥( 每 667 m2 用腐熟农家肥 3 000 kg, 普钙 20 kg,

草木灰 200 kg) , 再顺沟回土 1 次 , 将薯块按株距

25 cm 摆放在沟内, 使芽眼朝上, 种肥用尿素 5 kg,

播完后盖一层 7 cm 厚的细土 ; 常规按相同的株行

距打塘 , 同样的底肥放入塘 底 , 顺塘回等 同的土

后 , 将薯块按株 距 25 cm 摆放在塘 内 , 使芽眼朝

上 , 种肥用尿素 5 kg, 播完后盖一层 7 cm 厚的细

土, 适当浇水, 保持一定湿度。

1.3.4 品种示范

供试品种为中甸红 , 示范种植面积 33.3 hm2。

示范样板栽培管理按高产栽培管理方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马铃薯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2.1.1 生育期

从生育期看, 中甸红和米拉生育期分别为: 97

d、103 d。播种时间均为 2 月 16 日 , 从播种到出

苗 , 中甸红为 19 d, 米拉为 20 d , 开花期中甸红

较早, 米拉较迟( 表 1) 。

2.1.2 生物学性状

马铃薯田间生长整齐一致, 才能有良好的群体

结构, 充分扩大受光面积, 改善田间小气候, 有效

地 利 用 光 能 和 营 养 , 从 而 获 得 较 高 的 产 量 [ 2 ]。 从

( 表 1) 可看出: 中甸红除块茎芽眼深度指标低于对

照米拉外, 其余各项指标均优于米拉。

2.1.3 产量结果

通过对中甸红和米拉两个品种产量进行实收实

测 , 结果表明 , 中甸红单产 2186.7 kg, 比米拉单

产 1477.6 kg 增产 709.1 kg, 增产 47.99%。

2.2 马铃薯种植密度对产量产值的影响

2.2.1 不同种植密度对产量的影响

种植密度应 根据品种、地 力、土质和季 节而

定 , 一般植株高大、分 枝多、匍匐 茎长、结薯分

散、生长期较长的品种宜适当稀植 , 反之宜密植 ;

地力肥的稀植 , 瘦的密植 ; 春薯植株较 高大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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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A B C D E F

重复 1 51.00 51.80 59.30 57.80 63.70 48.00

重复 2 49.70 50.10 58.50 56.40 60.50 46.50

重复 3 50.40 57.00 61.70 57.50 62.40 59.20

总和 151.10 158.90 179.50 171.70 186.60 153.70 T=1001.5

平均值 50.37 52.97 58.93 57.23 62.20 51.23 X=55.64

处理 A B C D E F

重复 1 27.46 26.47 32.61 31.13 35.23 24.53

重复 2 25.86 22.50 32.06 30.61 33.39 29.77

重复 3 27.36 27.68 33.94 31.21 34.40 30.69

总和 80.68 76.65 98.61 92.95 103.0 84.99 T=536.9

平均值 26.89 25.55 32.87 30.98 34.34 28.36 X=29.83

表 3 各处理小区产值结果

表 2 不同种植密度小区产量结果 ( kg)

( 元)

植 密 度 比 秋 薯 稀 些 。 一 般 单 作 春 薯 行 距 为 30.0~

66.7 cm, 株距 16.7~33.3 cm[3 ]。本试验结果表明 ,

不 同 的密度对 产量有较大 的影响 , E 处理 产量 最

高 , 小 区( 13.5 m2) 平 均 产 量 62.2 kg, 处 理 C、D

高于总平均值, 处理 A、B、F 低于总平均值( 见表

2) 。可见, 种植密度是产量构成的重要因素。

经对表 2 中各处理产量进行方差分析得出, 区

组 间 F = 3.98 < F0.05 = 4.10, 处 理 间 F = 9.39 > F0.01 =

5.64, 说明 6 个处理的平均产量之间有极显著的差

别, 且以 E 处理产量最高。

2.2.2 不同种植密度对产值的影响

马铃薯的产量和产值是衡量种植户经济收入高

低 的 重 要 指 标 。 产 量 高 品 质 好 , 则 产 值 随 之 高 ,

经济效益好。因此 , 要种植适 当的密度 , 使 马铃

薯的产量和产值协调最近 , 最终 获得最高 的经济

效益( 表 3) 。

经对表 3 各处理产值进行方差分析得出, 区组

间 F=1.73<F0.05=4.10。处理间 F=11.52>F0.01=5.64,

说明 6 个处理的平均产值之间有极显著的差别。

从表 3 可知 : E 处理产值最高 , 每 667 m2 达

1 717 元 , C 处理次之 , 二者虽密度相同 , 但 E 处

理的产量、产值高于 C 处理 ,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

上看, 应采用 E 处理的种植密度。

综上所述, 种植密度是决定产量的主要因素[4]。

本试验认为每 667 m2 采用 6665 株、13330 块茎( 规

格 25 cm×40 cm) 的种植密度, 产量和产值最高。

2.3 马铃薯起垄与常规打塘的种植方式同田对比

试验

试验田种植面积为 1 466.74 m2, 其中 , 起垄种

植为 733.37 m2, 667 m2 产量为 3 094.57 kg, 总产

量 3404.18 kg, 常规打塘种植为 733.37 m2, 667 m2

产量为 2 925.34 kg, 总产量 3 217.87 kg, 每 667 m2

起垄种植比打塘种植增 169.27 kg, 增长 5.79 %。

马铃薯的块茎是由匍匐茎末端节间极度缩短膨

大而形成的。而匍匐茎的形成和块茎的膨大, 与播

种的深浅、覆土的厚薄及培土及时与否关系密切。

播种太浅或覆土太薄, 匍匐茎露出地面, 变为地上

茎的侧枝, 必然使地下结薯层数减少, 直接影响马

铃薯块茎的形成和产量[5]。作垄栽培 , 可以增大土

层, 可以增大土层变温层, 增加昼夜温差 , 受光面

比平面大 , 改善结薯层的通气条件 , 又便于排灌 ,

使马铃薯根系发育良好 , 对块茎形成和膨大有利 ,

获得高产[5]。

2.4 示范栽培表现出明显的效益

2004 年示范种植马铃薯中甸红面积 33.3 hm2,

每 667 m2 最高产量 2250.1 kg, 最低产量 1220.11 kg,

加 权 平 均 单 产 2137.74 kg, 比 对 照( 米 拉 ) 的

1431.1 kg, 每 667 m2 增 706.64 kg, 增长 49.38%,

增产值 423.49 元 , 增长 59.18%。取得了较好的增

产增值效果。

2.4.1 主要技术措施

( 1) 种子消毒 : 为预防示范品种受软腐病、环

腐病、青枯病等细菌病 害的危害 , 催芽前 667 m2

用 8 g 农 用 链 霉 素 粉 剂 加 水 50 kg 浸 种 。 面 积 达

33.3 hm2, 占示范面积 的 100%, 通过 种 子 消 毒 处

理, 病害未发生。

( 2) 催芽 : 为保证 大田出苗率 和出苗整齐 度 ,

用 0.5~1.0 mg·L- 1 的“ 九 二 ○ ”水 溶 液 浸 种 5~10

min, 晾干播种。

( 3) 适时栽种 : 为防止前期霜过重导致小苗冻

伤及后期收获时雨水过多而造成烂薯, 播种时间定

为立春至雨水节令。

( 4) 合理密植: 该地区一直采用常规打塘栽种,

每 667 m2 种植 5 555 株( 规格 30 cm×40 cm) , 示范

区严格按 25 cm×40 cm 规格化条栽 , 并进行补苗、

间苗、定苗, 确保每 667 m2 种植 6665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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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增施磷钾肥: 过去该地区马铃薯施肥只重视

氮素化肥、磷肥, 钾肥只用草木灰, 致使后期出现早

衰、结薯少、商品率不高的现象。示范栽培改革施肥

技术, 推广氮磷钾配合施用, 坚持每 667 m2 用腐熟

农家肥 3000 kg, 尿素 15 kg, 普钙 20 kg, 草木灰

200 kg, 硫酸钾 10 kg, 改变过去肥料单一, 用量不多,

后劲失足, 植株早衰, 结薯量少, 商品率低的状况。

2.4.2 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 1) 社会效益 :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 , 缓解了市

场优质马铃薯供应的紧张矛盾, 满足省内消费者的

需求, 带动食品、加工、包装、运输、服务等行业

的发展, 对活跃城乡经济有重要作用。同时为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开避了新的途径。

( 2) 经济效益 : 每 667 m2 新增产量=新成果单

产 - 对 照 单 产 = 2 137.74 - 1 431.1 = 706.64 kg; 每

667 m2 新增产值 = 新增单产 ×单价 = 706.64 ×0.60 =

423.98 元 ; 每 667 m2 新增生产费 = 每 667 m2 用种

量×种子差价 +推广费用=75×1.20+0=90.00 元; 每

667 m2 新增纯收入 =每 667 m2 新增产值 - 每 667 m2

新增生产费 =423.98- 90.00=333.98 元。

( 3) 生态效益 : 由于主要施用有机肥 , 有效地

降低了化肥的污染, 加之马铃薯叶茂浓绿, 落叶还

田, 改良了土壤和改善环境条件, 有利于实施农业

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3 小 结

3.1 种植密度对产量产值的影响

在本试验中 , 种植密度每 667 m2 茎数 13 330

茎、苗数 6 665 株的产量、产值最高 , 随着种植密

度的减少, 产量和产值逐渐减少, 随着种植密度的

增 加 , 产 量 和 产 值 都 有 所 减 少 。 每 667 m2 采 用

6 665 株、1 3330 茎( 规格 25 cm×40 cm) 的种植密

度, 产量为 3110 kg, 产值为 1717 元。

3.2 作物的生态适应性和引种

作物品种的 生长和发育 各要求一定 的生态条

件。本试验的供试品种均来自玉溪市江川县农技站

的繁种基地 , 海拔 2 043 m, 气候冷凉 , 土壤为轻

质壤土, 与试验地有相似的生态条件, 品种生长发

育良好, 产量均在 2000 kg 以上。

3.3 品种的规范化种植是增产增值的关键

马铃薯生育期短 , 结薯期一般仅 40~60 d, 合

理增加密度, 发挥群体优势, 才能夺取高产。示范

区属冷凉地区, 用中晚熟品种( 中甸红) , 全部实行

净作, 采用起垄的种植方式。行距 40 cm, 株距 25

cm, 每 667 m2 采用 6 665 株、13 330 茎 , 结果, 加

权平 均单产 2 137.74 kg, 比对 照( 米 拉) 的 1 431.1

kg, 增 706.64 kg, 增 长 49.38% , 增 产 值 423.49

元, 增长 59.18%。取得了较好的增产增值效果。

3.4 马铃薯的栽培技术完善了过去的种植技术

根据马铃薯高产群体产量构成因素: 决定产量

的主要因素是密度( 每 667 m2 茎数) 、中薯率、每

株块茎数、大薯重率诸要素,其中密度对产量影响

最大。 本文以中甸红品种为材料 , 分析了 6 种不

同种植密度对产量和产 值的影响。结 果表明 , 每

667 m2 采 用 6 665 株 、13 330 茎( 规 格 25 cm ×40

cm) 的产量和质量最高。改变了过去的每 667 m2 采

用 5 555 株、11 110 茎( 规格 30 cm×40 cm) 的种植

技术。引入了中甸红新品种和当地种( 米拉) 进行品

种比较试 验 , 结 果 表 明 : 中 甸 红 单 产 2 186.7 kg,

比米拉单产 1 477.6 kg 增 709.1 kg, 增 47.99%。示

范面积 33.3 hm2, 产量产值明显高于原当家种 , 为

品种升级换代提供了科学依据。

3.5 引入的品种试验示范获得了成功

通过品种比 较试验、种植 密度对产量 的影 响

试 验 、 起 垄 与 常 规 打 塘 的 种 植 方 式 同 田 对 比 试

验 , 筛 选 出 了 适 宜 当 地 种 植 的 脱 毒 马 铃 薯 品 种 ,

完善了栽培管理技术。经第二 年的 33.3 hm2 品种

示 范 , 每 667 m2 最 高 产 量 2 250.1 kg, 最 低 产 量

1220.11 kg, 加权平均单产 2137.74 kg, 比对照( 米

拉) 的 1 431.1 kg, 每 667 m2 增 706.64 kg, 增 长

49.38%, 增产值 423.49 元 , 增长 59.18%。取得了

较好的增产增值效果, 试验示范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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