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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D 通过测定不同品系马铃薯的光合速率的大小! 之后测定相应的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 在 # 个供试材

料中! !$%& 品系的光合速率最大! 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最高% 马铃薯光合速率越大! 其相应的生物产量和块茎产

量就越高% 马铃薯光合速率可作为评价马铃薯高产优质品系的重要技术指标$

,EFD 马铃薯% 光合速率% 生物产量% 块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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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LMD 孙海林" !,#)$ & ! 男!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助理研

究员! 从事马铃薯育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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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青海省的优势 作物! 近年的 种植比

例有很大的提高! "((" 年马铃薯的播种面积占全

省作物种植面积的 !(/#0! 达 #/! 万 12"% 并取得

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不同品系马铃薯的光合速 率

反映了马铃薯光合作用的强弱 3!4! 通过研究马铃薯

的光合速率与其植物学性状’ 经济性状的关系! 不

同品系马铃薯的光合速率之间的差异! 对该地区选

育高产优质的马铃薯新品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材料与方法

!"! \ ]
供 试 的 马 铃 薯 材 料 为 ( &$"!’ !$%&’ &$!)’

"$*.’ 对照高原 ) 号’ 对照小白花$
!"# ^ _

试验于 "((% 年在青海省农科院的旱地试验地

进行! 试验地海拔 "",* 2! 年平均温度 *5.(! 年

降 水 量 %#&5" 22% 土 质 为 栗 钙 土! 前 茬 为 小 麦 %
试验设为单因素试验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 # 处

理% ) 月 !" 日播种! 每小区 # 行! 行长 # 2! 株

距 (5% 2’ 行距 (5. 2! 等行距种植! 田间管理常

规进行% 记载各品系的生育期! 在终花 期的 . 月

"( 日用改良半叶法测定各品系的光合速率及相应

的植物学性状和经济性状 3"4! 最后对不同品系的光

合速率’ 叶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进 行

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3%4$

" 结果与分析

#"! !"#‘abc-de)*fgh
对马铃薯不同品系各小区 !( 株样品的性状及

产量的测定数据计算其平均数整理为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 !$%&’ "$*. 的生育期比较

长为 ,( 6! &+!)’ #+"! 的 生育期为 &!7&* 6! 小

白花’ 高原 ) 号的生育期最短! 只有 .#7.. 6% 播

种+出苗的天数为 %)7%. 6! 表现出( 生育期长的

出苗期长的趋势% "+*. 的株高最高为 .,5* 82! 小

白 花 株 高 为 .( 82! 植 株 高 大! 其 他 品 系 株 高 在

*,5&7#*5% 之间! 说明供试品系对照的株高无明显

差异% #+"!’ !+%& 的主茎数为 % 个! &+!)’ "+*!’
高原 ) 号为 " 个! 小白花只有 ! 个! 说明 ) 个供

试品系的主茎数多于对照% 分别对不同品 系马铃

薯的光合速率’ 叶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 块 茎产

量 的 小 区 平 均 数 进 行 方 差 分 析 ! 其 ! 值 分 别 是

%5!*’ %5&!’ !#5#"’ !&5!& 均大于 !(5(*9*9!" : %5!!! 全

达到显著差异! 分别进行多重比较得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 !;%& 的光合速率最高’ 与

其他各品系无显著差异! 而与对照均达到显著差

异! &$!)’ "$*.’ #$"! 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说明

各品系的光合速率都显著优于对照% "$*.’ &$!)’
!$%&’ #$"! )个品系 的叶面积系 数之间无显 著差

异! 但与对照达到极显著差异! 说明供试的 ) 个

品系的叶面积系数均显著的大于对照% !$%& 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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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
叶面积

系数

生物产量

! !"株"##

块茎产量

! !"株"$#

%&$’
()*)$

光合速率

! +!",+-."/-$#
)*0.12! )3’4.5!! )*5$61!! )314)

叶面积系数 )35$’2!! )3’’’’!! )314)

生育期! ,# )34)06! )30’4’!! )3516’!! )314)

! ! "#$%&’()*+,-./ 0123
4567389:

物产量最高$ 与’7.$无显著差异% 而与其他品系

及对照 有极显著差 异% .-15 与对照 有 显 著 差 异%
说明$-60$ ’-.$ 的生物产量最高& 块茎产量也是

$-60 最高% 并与其 他品系及对 照 有 极 显 著 差 异%

’-.$$ 0-$2$ .-15 均与对照有显著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表明( 品系 $-60 表现最好% 其

光合速率$ 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最高% 叶面积系

数也与其他品系有显著差异% ’-.$ 的以上 2 个指

; " "<$=>?-8@&’(/ 0123/ 5623ABCD

品 系
生育期

8,9
播种7出苗

8,9
光合速率

8+!",+7."/7#9
叶面积系数

株高

8:+9
主茎数

8个9
总株重

8!"株"$9
块茎重

8!"株"$9

’".$ 01 6’ ’.*6 1*11 ’6*. 6 $ 141*2 560*0

$"60 4) 65 ’4 ’*). ’2*) 6 $ ’10*6 02$*4

0"$2 0$ 61 14*6 1*0. ’1*6 . $ 624*6 561*5
小白花 5’ 62 24*6 6*.) 5) $ $ $56*) ’)$*2

高原 2 号 55 62 14*0 6*41 14*0 . $ .26*6 ’.$*$

."15 4) 65 ’4*1 1*15 54*1 . $ 2.4*4 ’’4*$

标表现次之% 均与对照有极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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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表 $ 中的不同品系马铃薯光合速率与叶

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 块茎产量% 叶面积系数与生

物产量$ 块茎产量% 生育期与叶面积系数$ 生物产

量$ 块茎产量的原始资料进一步进行 相关分析得

表 6)
由表 6 可以看出( 不同品系的马铃薯的光合速

率与叶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 块茎产量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0 .12$ )*’ 4.5$ )*5 $61% 均高 于 ()*)$;#’ &
<314< 的极显著水平& 说明马铃薯的光合速率与叶

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 块茎产量有极显著正相关%
其正相关是由马铃薯的遗传特性决定的& 叶面积系

数与生物产量$ 块茎产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35
$’2$ <3’ ’’’% 均 已 超 过 (<3<$;$’ & <314< 的 极 显 著 水

平% 达到极显著差异& 说明马铃薯的叶面积系数与

其生物产量$ 块茎产量有极显著正相关& 马铃薯生

育期天数与相应品系的叶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 块

茎 的 产 量 的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 <34 <06$ <30 ’4’$
<3516’% 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说明马铃薯光合速

率越高或生育期越 长% 马铃薯 的叶面积系 数就越

大% 植株生长旺盛 =2>% 生物产量和 块茎产量 越高&
叶面积系数越大$ 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越高& 所以

马铃薯光合速率可以作为选育高产优质马铃薯品种

的指标)

!光合速率只测了一次% 所以尚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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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速率! +!",+7."/7##! 叶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 !"株7## 块茎产量! !"株7##

品系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品系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品系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品系 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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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W& 经过$年+个试点的马铃薯施镁肥小区试验# 结果表明镁对马铃薯的产量和经济性状有很大的影响#

使用镁肥能使马铃薯产量提高1’+2# 使用镁肥方法简单易行# 投资小# 效益高# 适合一优两高农业发展的需要$

XYZ& 马铃薯% 产量% 经济性状% 镁肥

!!!!!!!!!!!!!!!!!!!!!!!!!!!!!!!!!!!!!!!!!!!!!!!!!!!!!!!!!!!!!!!!!!!!!!!!!!!!!!!!!!!!!!!!!

# 结 论

3’ 在比较的 & 个品系和 $ 个对照中# 马铃薯

新品系 %/#0 的光合速率最强# 叶面积系数最大#
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最高% +/$% 次之# 光合速率&
叶面积系数& 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 均与对照达 到

显著差异# %/#0& +/$% 被选中进入育种的下一步

工作$
4’ 马铃薯光合速率& 叶面积系数和生育 期均

与马铃薯的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马铃薯光合速率可以作为筛选马铃薯高产优质 品

种的重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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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门福义# 刘梦 芸 ’ 马 铃 薯 栽 培 生 理 5:6’ 北 京’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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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何二良’ 早熟马铃薯植株性状与单株块茎产量的灰色关联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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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松阳县主要的蔬菜和饲料作物# 每年

种植面积达 " --- <=$# 随着高浓度化学肥料的 推

广使用和有机肥料的减少# 造成松阳县部分土壤中

镁素营养不足# 马铃薯常有缺镁症状# 产量受到一

定的影响$ 通过近年多点试验结合土壤普查有关资

料和面上调查# 已初步探明镁肥对马铃薯的影响程

度# 并提出马铃薯缺镁的 防治措施# 通 过试验示

范# 使马铃薯施镁技术获得推广$

%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在浙江省松阳县选择有代表性的土壤类

型分 $ 年实施# 共设小区试验 + 个# 供试土壤类型

和代换性镁含量见表 %$ 各试验均设 # 个处理# &
次重复$ 以七水合硫酸镁! 氧化镁含量为 %+"" 作

镁肥在马铃薯齐苗后 ">( ? 结合追肥与稀薄人粪尿

均匀掺和浇施$ 收获时分区考查块茎产量和经济形

状# 结果采用随机区组单因数试验统计分析5%6$

$ 结果与分析

!"# 789:;<=CDE
通过 + 个点的试验结果表明# 追施镁肥对马铃

薯具有增产作用# 并且其增产作用随镁肥使用量的

增加而增加# 同时# 土壤代 换性镁含量 越低# 其

增产作用越明显 5$6#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其中 & 个

点处理和对照之间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表 %" #
有两个点未达显著水平# 这与当地有 机肥的大量

使用和土壤代换性镁含量较高有关 5#6# 综合 + 个点

的产量结果# 每 ++( =$ 追施硫酸镁 " @A 和 %- @A#
分 别 比 对 照 增 产 &% @A 和 0" @A# 增 产 率 分 别 为

&’+2和 1’+2# 最大增产率为 $-’&2# 增 产效果十

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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