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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闽东北高海拨山区对秋种马铃薯的不同播种期、不同密度的生育期、产量、晚疫病发生程度及

气象资料等进行试验分析，结果该地区秋种马铃薯最佳播种期为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理想密度为 4 000~4 500

穴·667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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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县地处福建东北部高海拨山区，属亚热带

海洋性山地季风气候，平均海拨 880 m，年平均气

温 14.6℃，气候凉爽昼夜温差大，日温差大约 8~

9℃，夏季持续仅 2~3 个月，冬季 4 个月，年降雨

量 1 620~2 150 mm，变差系数 CV 值为 0.15~0.18，

其中春季 3~4 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17.1%、梅雨季

5~6 月占 29.4%、台风雷雨季 7~9 月占 34.9%，秋

冬少雨季 10~2 月占 18.6%。多年平均雾日达 90

d，平均雨日约 215 d，相对湿度达 80%以上，日

照少，年仅 1 750 h[1]。春、秋季节适宜种植马铃

薯，是福建省马铃薯主产区之一，生产的马铃薯质

优味佳。为了确定马铃薯最佳秋繁播期与密度[2]，

特于 2004 年秋季在高山区安排本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不同播种期试验

试验品种为中薯 3 号，小区面积 33.33 m2，密

度为每 667 m2 播 3 500 穴，每小区定 175 穴，每小

区排 3 行，株行距为 44 cm×44 cm。试验设 7 月

10 日、7 月 20 日、7 月 30 日、8 月 10 日、8 月 20

日播种 5 个处理，3 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进行，

共计 15 个小区。试验地选择在周宁县五四茶场山

地，排水方便，前作蔬菜，肥力较差，地力均匀平

坦，整地前 10 d 用 41%农达水剂 225 g 加水 60 kg

喷雾除草。各期基肥以硫酸钾复合肥（N15 ×P15×K15）

每 667 m2 用 200 kg，追肥每 667 m2 用尿素 20 kg，

人粪尿 1000 kg，兑水 50 kg 浇穴，结合中耕培土。

各期苗高 20 cm 时，喷菌毒清第一次，相隔 10 d

后喷第二次，防治病害。

1.2 不同种植密度试验

试 验 品 种 为 春 薯 4 号 ， 小 区 面 积 33.3 m2，

667 m2 分别定植 3500 穴、4000 穴、4500 穴、5000

穴、5500 穴 5 个处理，3 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进

行，共计 15 个小区。试验地与田间管理措施同不

同播种期试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播种期与马铃薯生育期和产量的关系

2.1.1 不同播种期对马铃薯生育期影响

结果表明，秋种马铃薯出苗至收获天数和全生

育期均随着播种期的推后而逐渐缩短，7 月 10 日

播种期处理的最长，分别为 63 d 和 78 d，9 月 28

日收获，随着处理间播种期向后推迟 10 d，各递

进时间处理的全生育期相差 2~4 d，所有处理间全

生育期相差 2~12 d，8 月 20 日播期处理的出苗至

收获天数和全生育期分别缩短到 54 d 和 66 d，10

月 26 日收获。

2.1.2 不同播种期对马铃薯晚疫病发病的影响

试验观察表明，高山区秋种马铃薯的晚疫病发

生程度随着播种期的推迟而减轻，7 月 10 日播种

处理的晚疫病发生率为 50.8%，其它处理依次为

49.4%、37.9%、34.5%、19.5%。从气象资料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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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间的 8 月中旬到 11 月上旬该区域气候处于

少雨状态，较常年减少 32.5%。其中，8 月中旬至

下旬日平均降水量 4.10 mm，9 月份日平均降水量

3.37 mm，10 月份日平均降水量 4.07 mm。7 月上

旬至 8 月下旬期间旬平均气温为 23.1~23.8℃之间，

9 月后下降到 23℃以下，9 月上旬、中旬、下旬、

10 月 上 旬 、 中 旬 、 下 旬 的 旬 平 均 气 温 分 别 为

22.9℃、22.7℃、19.2℃、18.6℃、17.2℃、15.2℃。

在闽东北高山区秋种马铃薯的晚疫病发生程度与降

雨量、气温有密切关系。

处 理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收获期

（日/月）

出苗至收获

（d）

生育期

（d）

株 高

（cm）
茎蔓数

小区产量

（kg）

差异显著性

F0.05 F0.01

10/7 25/7 28/9 63 78 50.6 2.6 35.00 b B

20/7 12/8 5/10 53 75 47.2 3.1 34.40 b B

30/7 16/8 12/10 56 72 53.4 3.6 63.70 A A

10/8 26/8 20/10 54 70 45.9 2.9 41.90 b AB

20/8 3/9 16/10 54 66 37.2 3.2 47.53 ab AB

表 1 不同播种期各处理生育期及产量比较分析

2.1.3 不同播种期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通过试验分析，秋种马铃薯产量的高低与播种

期有着密切关系，从表 1 看出，7 月 30 日播种每

667 m2 折合产量为 984 kg，在 5 个处理中，居第

一位，其薯块大薯率占 3%，中薯率占 33.3%，小

薯率占 63.9%。7 月 30 日播种的与 7 月 20 日播种

的产量差异不显著，但与 7 月 10 日、8 月 10 日、

8 月 20 日等 3 个播种期的产量差异达显著或极显

著 水 平 。 8 月 20 日 播 种 每 667 m2 折 合 产 量 为

766.7 kg，居第二位。通过本试验表明，在闽东北

高山区秋种马铃薯的最佳播种期为 7 月下旬至 8 月

上旬。

2.2 不同种植密度与马铃薯生育期与产量的关系

2.2.1 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生育期的影响

在相同的品种、播种期与田间耕作管理方法

的情况下，不同种植密度处理间的全生育期基本

一致，均为 8 月 5 日播种，8 月 24 日出苗，10 月

2 日成熟，出苗至收获的生育日为 38 d，全生育期

57 d。

2.2.2 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晚疫病发病的影响

试验观察，闽东北高山区秋种马铃薯的晚疫病

发生程度与种植密度有一定的相关，一般随着种植

密度的增加而轻微加重。种植密度每 667 m2 3 500

穴处理的晚疫病发生率为 27.6%，其它随着种植密

度增加，各处理的晚疫病发生率依次为 35.4%、

30.7%、36.4%、36.2%。

2.2.3 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秋种马铃薯不同种植密度的产量差异较大，处

理间产量差异达显著水平。种植密度每 667 m2

4500 穴，每 667 m2 产量 1080.4 kg，位居第一，其

大中薯率为 30.15%，比每 667 m2 种植密度为 3 500

穴产量 806.6 kg 的处理，增产 33.94%，其它每

667 m2 产量依次为 5 000 穴的 986.7 kg，5 500 穴的

866.7 kg，4000 穴的 840.3 kg。

密 度

（穴）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出苗至收获

（d）

收获期

（日/月）

生育期

（d）

株 高

（cm）
茎蔓数

小区产量

（kg）

差异显著性

F0.05 F0.01

3500 5/8 24/8 38 2/10 57 36.9 2.4 36.56 b A

4000 5/8 24/8 38 2/10 57 44.1 2.4 36.63 b A

4500 5/8 24/8 38 2/10 57 49.4 2.4 49.20 a A

5000 5/8 24/8 38 2/10 57 48.2 2.3 44.63 ab A

5500 5/8 24/8 38 2/10 57 47.5 1.7 43.13 ab A

表 2 不同种植密度各处理生育期及产量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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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组培中不同因素对诱导试管薯的影响

赵 佐 敏

（ 贵州省安顺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贵州 安顺 562109 ）

摘 要：以马铃薯米拉、威芋 3 号脱毒试管苗为材料进行试管薯诱导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散射光与适当低

温（17±1℃）条件对米拉试管薯形成、结薯数量与平均鲜重均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米拉基部节段较顶芽培养的试

管苗有利于试管薯的形成和膨大；培养基（MS+8%白糖）中同时添加 5 mg·L- 1 6- BA 与 250 mg·L- 1 CCC 能显著增加

威芋 3 号试管薯结薯数量与鲜薯产量，而单独添加 5 mg·L- 1 6- BA 或 KT 虽能显著提高试管薯的大薯率，但平均

结薯数量却显著降低，而不添加任何激素的培养基，对威芋 3 号试管薯的诱导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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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离体培养诱导试管薯，在脱毒马铃薯快

繁及种质的交换与保存方面作用突出。其试管薯的

形成除与基因型这一内因有关外，还受多种外界因

素的影响。本试验从光照、温度、试管苗取材部位

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等因素进行研究，以探讨提高

试管薯产量和质量的最佳培养条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马铃薯栽培品种米拉、威芋 3 号脱毒试管苗。

1.2 试验方法

1.2.1 光照试验

把米拉脱毒试管苗剪成单节茎段接种到 MS+

0.2 mg·L- 1 GA+ 10 mg·L- 1 CCC+ 3%白糖的液体培

养基（棉花支撑）中，每瓶接种 6 个茎段，置于

2000 lx、14 h·d- 1 光周期、（23±1）℃条件下培养 30

d，形成带 6~8 节的壮苗，然后在无菌条件下更换

入 MS+8%白糖 + 0.5%AC 的液体诱导结薯培养基，

并分别转入黑暗、散射光和 14 h·d- 1 光周期3 种条

件下诱导培养 60 d，培养温度（17±1）℃。

1.2.2 温度试验

把全黑暗处理的米拉试管苗分别置于（23 ±

1）℃和（17±1）℃两种温度条件下诱导培养 60 d。

1.2.3 试管苗取材部位试验

分别剪取米拉试管苗基部 1~3 节位单节茎段与

顶芽接种于 MS+ 0.2 mg·L- 1 GA + 10 mg·L- 1 CCC +

3%白糖的培养基上培养基础苗，每瓶接种 6 段，

培养 30 d 后在无菌条件下更换入液体诱导结薯培

养基（同上），并转入全黑暗、（17 ±1）℃条件下诱

3 讨 论

经过试验，在闽东北高山区气侯条件下，7 月

下旬到 8 月上旬为秋种马铃薯最佳播种期。从气象

资料看出，8 月中旬到 11 月上旬都处于少雨季节，

水源不足，无法灌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量，

因此选择排灌方便、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地块种植

马铃薯也很重要。

建议种植方式改单行区为双行区种植，可节省

工作行土地。秋季种植马铃薯生育期 60 多 d，地

上部生长不繁茂，可适当增加种植密度，每 667 m2

定植 4000~4500 穴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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