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结 论

参试品种中早- 50 的熟期最早, 商品率高 , 但

单株结薯 数少 , 产量低 ; 东农 303 的单 株块重最

高 , 单株商品重也最高, 熟期早, 商品率较低, 原

因是单株结薯数多; 费乌瑞它、中薯 5 号和早大白

熟期接近早- 50 和东农 303、它们的商品率高 , 单

株块重也高; 中薯 3 号、本 053 熟期较晚, 单株块

重较低 ; 双丰- 5 号 在 所 有 参 试 品 种 中 熟 期 最 晚 ,

商品率低, 单株块重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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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铃 薯 栽 培 有 机 肥 料 筛 选 试 验

郭赵娟, 吴焕章, 刘慧超

（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5 ）

摘 要：选用 7 种有机和无机肥料 , 设置 6 个组合 , 在郑薯 5 号栽培中进行肥料筛选试验。选出消毒鸡粪

追肥光合菌植物活力素组合 , 和对照鸡粪加二胺追肥碳铵相比 , 增产 , 硝酸盐含量比较低 , 经济效益差别不大 ,

又适合无公害和有机栽培的要求 , 为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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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河南省马铃薯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然而, 生产潜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大量化肥

的施用, 使土壤受损 , 导致马铃薯品质低。目前 ,

有机肥、生物肥和叶面肥的出现, 已在很多作物上

得到应用。按无公害蔬菜栽培的要求, 保护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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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 称 用量( kg·667 m- 2)

A 消毒鸡粪 1000

B 磷酸二胺 20

C 生物多抗菌肥 4

D 超大生物有机肥 207

E 碳酸氢铵 40

F 光合菌植物活力素 3 L, 60~70 倍稀释

G 超大有机无机复混肥 30

表 1 试验所用肥料及用量

处理
小区基肥量( kg) 小区追肥量( kg)

A 鸡粪 B 二胺 C 菌肥 D 有机 肥料 用量

1( 空白)

2 6.25 0.34 E 碳铵 0.54 kg

3 12.5 E 碳铵 0.54 kg

4 10 0.054 E 碳铵 0.43 kg

5 0.54 0.054 E 碳铵 0.43 kg

6 12.5 F 活力素 40.48 mL

7 2.79 G 复混肥 0.4 kg

表 2 肥料组合配置

境, 生产绿色食品, 特做此试验, 从新的肥料中筛

选出可替代化肥的肥料组合, 提高马铃薯的生产水

平, 生产出品质优良、无公害的马铃薯[1]。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品 种 : 郑 薯 5 号 。 所 用 肥 料 名 称 及 用 量 见

表1。

1.2 试验方法

试 验 从 2004 年8 月 17 日 开 始 至 11 月 18 日

结 束 。 试 验 地 为 郑 州 市 蔬 菜 研 究 所 马 铃 薯 试 验

田 。 参 照 前 人 研 究 方 法 [2, 3], 共 设 7 个 处 理( 如 表

2) , 随 机 区 组 排 列 , 重 复 3 次 。 共 21 个 小 区 ,

每 小 区 面 积 为 9 m2, 设 3 行 , 每 行 20 株 , 株 行

距 为 25 cm ×60 cm, 试 验 地 周 边 设 2 行 保 护 行 。

田 间 管 理 方 法 一 致 , 在 苗 出 土 80%左 右 时 中 耕 、

追 肥 一 次 [3]。 通 过 对 马 铃 薯 生 长 状 况 、 产 量 、 硝

酸盐、经济效益等指标的 分析 , 筛选出 比较好的

肥料组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马铃薯苗期生长状况

7 个处理出苗期约在 8 月 27 日左右 , 差别不

大。幼苗长势比较 : 空白长 势弱 , 其余 处理均为

中上水平。现蕾期为 9 月 14 日左右 , 处理之间无

差 别 。 株 高 比 较 : 处 理 3、 2、 4 株 高 在 80.33～

82.00 cm 之间 , 有些徒长。处 理 5、6、7 株 高 在

75.00～78.63 cm 之间 , 株高中等。空白株高最低 ,

叶色浅。

2.2 肥料对薯块的影响

从表 3 看到 , 单株重 , 处理 6、3、2 表现好。

处理 3、4 大薯率高, 处理 6 次之; 处理 6、7 中薯

率高 ; 处理 5 小薯率相对高。综合来看 , 处理 3、

4、6、7 的大、中、小薯率比较平均 , 处理 6 和 3

表现最好。

2.3 肥料对产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看 , 以 常规施肥处 理 2 为对照 , 处

理 3 增 产 7.42% , 最 高 。 其 次 是 处 理 6, 增 产

4.46%, 但这个处理中 , 有一个重复区 产量偏低 ,

影响了平均产量 , 如果从 单株重看 , 处 理 6 优于

处理 3。光合菌植物活力素需要喷施 , 喷施很可能

造成施肥不均 , 估计这是影响处理 6 产量的因素。

处理 4 增产 0.4%, 与对照持平。处理 5 和 7 产量

均低于对照。通过随机区组方 差分析 , 处理 区组

间差异不显著。处理间 F = 1.68, F0.05 = 3.33, F0.01 =

5.64, F < F0.05 < F0.01, 处 理 2～7 之 间 产 量 差 异 不 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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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肥料对薯块硝酸盐含量的影响

硝酸盐的含 量越高 , 马铃 薯的品质越 差。利

用酚二磺酸比色法测定硝酸盐含量如表 5。通过随

机区组方差分析可知 : 各处理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处 理 F = 16.34, F0.05 = 4.28, F0.01 = 8.47, F > F0.01 >

F0.05, 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 用新复极差测验法做多

重比较。

处理 4 硝酸盐 含量最高 , 其 余处理差异 不显

著。处理 2、3、5、6 从数值上都低于空白 , 可见

使用适合马铃薯的有机肥料组合能较降低马铃薯的

硝酸盐含量, 并可改善土壤[2]。

3 结果与讨论

从上述分析综合来看 , 处理 6, 即鸡粪追肥光

合菌植物活力素和处理 3, 即鸡粪追肥碳铵 , 生长

势强, 大中薯率高, 既能增产, 硝酸盐含量又比对

照较低, 经济效益也和对照相差不大, 表现好 , 可

以替代处理 2。光合菌植物活力素可增强植物光合

作用和生长活力 , 改善植物品 质 , 改良土壤 , 增

产, 抗旱, 防病抗病等, 无毒无害, 无污染, 无残

留。从适合无公害和有机栽培的要求看, 处理 6 更

好, 可以在生产中加以应用。

试验中 , 处理 4 硝酸盐含量偏高 , 难以解释。

施肥时是用肥料最低用量设计的, 若生产中适当加

大肥量, 平衡施肥, 增产效果可能会更明显, 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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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小区产量

( kg)

667 m2 产量

( kg)

增产

( %)

2 鸡粪加二胺追肥碳铵( 产量 CK) 21.29 1971.24

3 鸡粪追肥碳铵 22.87 2117.53 7.42

4 鸡粪加生物多抗菌肥追肥碳铵 21.38 1979.57 0.4

5 二胺加生物多抗菌肥追肥碳铵 19.43 1799.02 - 8.73

6 鸡粪追肥光合菌植物活力素 22.24 2059.2 4.46

7 赶大有机肥追肥超大复混肥 20.14 1874.76 - 4.89

表 4 试验产量结果

处 理 硝酸盐
差异显著性

5% 1%

1 空白 509.35 b B

2 鸡粪加二胺追肥碳铵( 产量 CK) 502.29 b B

3 鸡粪追肥碳铵 503.78 b B

4 鸡粪加生物多抗菌肥追肥碳铵 566.48 a A

5 二胺加生物多抗菌肥追肥碳铵 501.5 b B

6 鸡粪追肥光合菌植物活力素 506.27 b B

7 赶大有机肥追肥超大复混肥 516 b B

表 5 硝酸盐含量差异显著性测验

处 理
单株重

( kg)

10 株( kg)

>150 g % 50~150 g % <50 g %

1 空白 0.24 0.15 0.85 1.42

2 鸡粪加二胺追肥碳铵( 产量 CK) 0.40 1.28 32.00 1.18 29.5 1.56 39.00

3 鸡粪追肥碳铵 0.42 1.85 44.05 0.98 23.33 1.37 32.62

4 鸡粪加生物多抗菌肥追肥碳铵 0.35 1.67 47.71 0.77 22.00 1.08 30.86

5 二胺加生物多抗菌肥追肥碳铵 0.33 0.92 27.88 0.93 28.18 1.42 43.03

6 鸡粪追肥光合菌植物活力素 0.43 1.48 34.42 1.32 30.7 1.14 26.51

7 赶大有机肥追肥超大复混肥 0.36 1.22 33.89 1.24 34.44 1.18 32.78

表 3 肥料对薯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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