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 言

渭源县地处甘肃中部的高寒阴湿区! 独特的气

候条件使该县成为马铃薯优质种薯和商品薯生产基

地" 马铃薯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 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马铃薯栽培技术一

直因袭传统! 其产量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且栽培品

种繁多! 马铃薯生产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地膜覆盖是近年来被公认对促进作物增产贡献

最大的栽培技术要素之一! 具有增温# 保水# 防

腐# 防病# 促早熟作用" 适宜于 发展马铃薯 全生

育期 地 膜 覆 盖 栽 培 的 最 佳 生 态 条 件 为 海 拔 "#$$!
"%$$ &! 年降水 %$$!’$$ &&! 年平均气温 ’" 以

下! 年活动积温 "$$$" 以下的高海拔地区(!)! 渭源

县气候条件正好适合此项技术推广" 因此针对生产

中存在的问题! 本试验拟筛选适合当地地膜栽培的

马铃薯品种! 探索提高马铃薯产量的有效途径! 为

本区马铃薯高产# 优质提供技术支撑"

" 材料与方法

!"# !"#$
本试验选用当地主栽的 % 个马铃薯品种! 分别

为$ 陇薯 * 号% 脱毒种& ! 陇薯 # 号% 脱毒种& ! 抗疫

白% 脱毒种& ! 渭薯 ! 号% 常规种& ! 渭薯 + 号% 常规

种& " 以上材料均由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中心

渭源试验繁育基地提供"
!"! !"%&

本试验于 "$$! 年 # 月至 !$ 月在渭源县会川镇

南沟村进行! 试验区海拔 "*$$ &! 年降水 %’* &&!
年平均气温 %"! 平均日照 ’,’* -./(")" 土壤为耕种黑

麻土! 质地中壤! 肥力中等! 前茬为中药材生地"
$0"$ 1& 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 2.32! 全

氮 ",## 2.32! 水解氮 $,"!# 2.32! 全磷 !,"" 2.32! 速

效磷 $,$!+ 2.32! 速效钾 $,!"# 2.32"
!"$ !"’(

本试验采用裂区设计的方法进行! 主因子为地

膜覆盖! 副因子为品种" 设 * 次重复! 小区面积 4
&"! 每 小 区 种 植 * 行 ! 行 距 ’$ 1&! 株 距

** 1&! 走道宽 +$ 1&! 保护行种 " 行! 按随机区组

排列" 各参试品种均于 # 月 "’ 日播种" 肥料按纯 5
!$% 32.-&"# 6"7% #% 32. -&"# 农家肥 *8%$$ 32. -&"

配合作基肥施入" 不施追肥! 在现蕾期对露地栽培

品种锄草培土一次! 并对所有品种喷施代森锰锌两

次! 以防病害的发生"

* 结果与分析

$%& %)*+,-./012345
生育期的长短! 是作物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指

标! 其既影响作物在当地能否如期成熟! 又影响生

产性能! 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还影响经 济效益的发

678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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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地膜覆盖一般可缩短马铃

薯生育期 "#$ %! 选用生育期短的早熟品种" 缩短

的天数多! 如抗疫白为中晚熟品种" 缩短的天数为

$ %" 其余均为晚熟品种" 缩短的天数就少! 该生

育期是指地上部分干枯为成熟标志" 晚熟品种以霜

杀为限!

!"# !"#$%&’()*+,-
据 栾 国 强 等 &’( 试 验 测 定 " 地 膜 覆 盖 比 露 地

增产 )*+,-" 沈开安等&.(报道" 地膜覆盖比露地增产

.*-#"’-" 林 建 光 等 &"(指 出 " 覆 膜 可 比 露 地 增 产

/,+00-#,*+"- ! 而程俊珊等 &,(指出" 渭源县高寒阴

湿区地膜覆盖增产幅度在 /1+,-#1,+.-之间! 从本

试验看" 地膜覆盖对脱毒马铃薯增产效应显著" 除

渭薯 0 号和渭薯 2 号增产幅度小于 /*-外" 其 余

三个脱毒品种增产幅度均在 .*-以上# 见表 /$ % 不

同品种之间差异较大" 以脱毒品种陇薯 . 号增产最

为显著! 从供试品种看" 地膜覆盖可以提高单株结

薯数和增加单株结薯重" 而且产量明显高于露地"
尤以覆膜中脱毒品种陇薯 . 号产量最高" 平均产量

达 3,"10+/" 456 78/" 其次为陇薯 1 号" 平均产量

为 3.*13 456 78/! 从表 / 中 还可以看出" 地 膜 覆

盖除渭薯 0 号烂薯率为 2+$/- 外" 其余品种均为

零" 而露地除陇薯 1 号为零外" 其余烂薯率均超过

/-! 单株结薯个数地膜明显高于露地" 尤其是脱

毒品种陇薯 1 号& 陇薯 . 号表现突出" 比露地分别

增加 .+,& 1+. 个! 由此可见" 高寒阴湿地区地膜覆

盖对马铃薯的产量能起明显提高的作用!

利用表 / 中的的产量数据" 通过对试验进行二

裂区试验统计分析" 得出试验数据的平方和和自由

度" 进行方差分析表’ 见表 1$ ! 通过裂区试验方差

分 析 表 明’ 9 因 素 为 处 理" : 因 素 为 品 种$ " 处 理

间" 品种间都有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探讨" 我们

对处理间显著性测验’ 见表 .$ " 从表 . 可见" 地膜

覆盖与露地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地膜覆盖

增产明显!

对不同品种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用 ;<= 法

对各处理进行分析表明" 地膜覆 盖优于露地 栽培

’ 结果见表 "$ ! 品种之间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 同

表 2 马铃薯不同品种不同栽培技术

对生育期的影响

处理 品种
播种期

’ 日6月$
出苗期

’ 日6月$
现蕾期

’ 日6月$
开花期

’ 日6月$
成熟期

’ 日6月$
收获期

’ 日6月$
生育期
’ %$

陇薯 ’ 号 !"#$ %&#’ !(#" &#& !#%) (#%* %’(

陇薯 . 号 !"+$ %&#’ !,#" ’#& !#%* (#%* %’(
抗 疫 白 !"#$ %$#’ $#& %%#& %!#( (#%* %!(
渭薯 2 号 !"#$ %’#’ %#& (#& !-#( (#%* %’*

露

地

陇薯 ’ 号 !"#$ !’#’ %#& %*#& &#%* (#%* %"$
陇薯 . 号 !"#$ !-#’ -#& %%#& &#%* (#%* %"$
抗 疫 白 !"#$ !’#’ ’#& %!#& %%#( (#%* %-,

渭薯 2 号 !"#$ !-#’ !#& %%#& !,#( (#%* %’’

渭薯 0 号 !"#$ !-#’ !#& %*#& !(#( (#%* %’"

地

膜

覆

盖 渭薯 0 号 !"#$ %"#’ !&#" $#& !-#( (#%* %’*

表 / 各品种经济性状及产量结果统计

处理
品种

名称

平均单株

结薯数

’ 个$

大中薯率

’ .$

烂薯率

’ .$

平均单株

结薯重

’ /0# 株$

平均产量

’ /0#12!$

产量

位次

比露地同品

种增产’ .$

地

膜

覆

盖

露

地

陇薯 - 号 %%3" ($4( 5 %4$, &$)-&4)) ! ’%

陇薯 $ 号 %)4( (’4- 6 %4’- &"’-,4!’ % $$

抗 疫 白 ’4! (,4"’ 7 %4%% ’’’!&4&’ - $!
渭薯 % 号 !4, ("4(, 8 %4*’ ’!’!"4!’ $ %&

渭薯 , 号 $4! (&4*( %4(! *4(% $’’!!4&’ ’ %%

陇薯 - 号 &4* (’4!, 9 %4*- ’%!&’4&* %

陇薯 $ 号 &4’ (’4"% !4( %4*! ’*&&’4$’ !
抗 疫 白 ’4, (&4&% !4%& *4&, -(*%(4’* $

渭薯 % 号 ’4$ ("4!* $4! *4(’ $&’!-4&’ -

渭薯 , 号 $4" (&4’’ !4%! *4&, -(*%(4’* $

表 ’ 马铃薯裂区试验方差分析

变异 来源 :; << =< ; ;*4*’
区组 ! %*!4,( ’%4$’ *4’! %(4**
> % %$*-4’& %$*-4’& %$4!* %,4’%
?@ ! %(&4", (,4,$

副
区
部
分

A $ %&"’4&" $$%4$$ $4-$B -4)%
>CA $ $%,4$" %)$4"! %4)- -4)%
?D %" %"!"4,- %)%4",
总变异 !(

主
区
部
分

总变异 ’

中国马铃薯" 第 %, 卷" 第 E 期" !))$./*0.

表 . 两种处理新复极差测验

处理
产量

’ /0+12!$
差异显著性

’. %.

地膜覆盖 "),"-4& @ >

露 地 $’"’"4% D A



时品种效应不因处理而异! 处理效应也不因品种而

异" 从表 ! 可以看出! 品种间差异显著" 以陇薯 "
号最好! 因此最优组合为陇薯 " 号结合地膜覆盖"

对上述增产效果进一步 分析认为! 地 膜覆盖

增产机理主要表现在能充分利用太阳 能! 储藏光

热 于 土 壤 中" 覆 膜 能 使 地 表 温 度 提 高 #$"%&$’!!
地下 (# )* 深处提高 #$+%!! ,&-! 此作用能 满足种

薯萌发和根系生长对温度的要求! 并能 促进植株

营 养 器 官 快 速 生 长! 延 长 生 育 期! 有 利 于 结 薯"
对于高海拔阴湿区种植马铃 薯! 提高地温! 改善

热量条件! 促进正常成熟和提 高产量具有 显著的

效果" 另外! 地膜覆盖减少了 土壤水分蒸 发! 提

高地温! 又能把土壤深层的水 提到地表! 能 起到

抗旱保墒作用! 地膜覆盖比露地 土壤含水 量可相

应 高 出 ’%. 个 百 分 点 ,/-" 其 次! 地 膜 覆 盖 免 去 了

风# 雨对土壤的侵蚀和中耕等人为的 践踏! 加强

了 土 壤 微 生 物 活 性 ,+-! 改 善 了 土 壤 的 理 化 性 状 !
加 速 有 机 质 分 解 ! 并 能 抑 制 杂 草 和 减 轻 病 虫 害

的发生和危害! 从而为马铃薯生长发 育创造良好

条件"
!"! !"#$%&’()*+,-

在地膜覆盖 条件下! 脱毒 品种陇薯 " 号 产量

最 高! 平 均 产 量 是 &.!’/$0! 1234*0$ 见 表 .% ! 比

对照渭薯 / 号增产 ./5" 其次为陇薯 ’ 号! 平均

产 量 是 &"#’& 1234*0" 比 对 照 渭 薯 / 号 增 产

.’5" 而在露地 栽培条件下! 脱 毒 品 种 陇 薯 ’ 号

产量最高! 平均产 量是 !(0&!6&# 1234*0" 比对照

渭薯 / 号增产 ’(6"7" 其次为陇薯 " 号! 平 均 产

量 是!#&&! 1234*0" 比 渭 薯 / 号 增 产 ’#8(5" 从

以上可以看出! 脱毒品种不论在何种 栽培技术条

件下均具有较强的增产效应"

经田间试验观察分析! 脱毒马铃薯增产原因主

要是由于脱毒薯自身几乎不带病毒! 因而其发病机

率远远小于未脱毒马铃薯! 脱毒马铃 薯发病率为

($’’5! 普通马铃薯发病率为 "$!5,(#-! 脱毒薯块萌

芽性好! 出苗早# 苗多# 苗壮" 脱毒后马铃薯种性

得到恢复! 生长势强! 抗病力强的缘故" 出苗后表

现长势旺! 封垄早! 叶片肥厚! 叶面积系数增高"
结薯早! 薯块膨大快! 薯形美观! 薯皮光滑! 商品

率高! 增产效果极其显著" 不同抗病品种均表现出

增产! 一般重感病品种增产幅度 !#5%((!5" 中感

品 种 增 产 幅 度 "’$#5%&’$!5" 轻 感 品 种 增 产 幅 度

0($05%".$&5" 在开放条件下种植! 增产效果可保

持 0%’ 年,((-"

" 小 结

试验表明! 地 膜覆盖比露 地具有显著 增产作

用" 地膜覆盖为马铃薯生长发育创造了一个相对稳

定的农田小生态环境! 综合协调了各小区 产量影

响因子之间的关系! 使马铃薯具有相对良好的生长

环境! 从而提高产量" 陇薯 ’ 号和陇薯 " 号地膜覆

盖比露地增产 "#5以上! 所以在生产中应推 广脱

毒品种陇薯 ’ 号和陇薯 " 号! 并与地 膜覆盖相 结

合! 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应大力推广"
加速脱毒马铃薯的推广# 普及! 是防止马铃薯

病毒性退化的根本途径! 是保持马铃薯品种特性!
恢复马铃薯良种生产能力的关键技术措施! 脱毒种

薯的大面积推广种植! 马铃薯生产实现高产# 优质#
高效益开避重要的途径" 高寒阴湿区可以充分利用

高海拔! 气候冷凉! 土质肥沃的有利条件! 大面积

推广脱毒种薯种植! 并且结合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提高马铃薯单产! 以解决该地区马铃薯品种退化!
种植技术落后的现状! 为该地区的脱贫致富服务"

表 ! 各品种新复极差测验 $ 9:; 法%

品种
产量

$ !"#$%&%

差异显著性

!5 (5

陇薯 " 号 ’()’*+&, - .

陇薯 ’ 号 ’&’/0+*, 1 2

渭薯 ( 号 *,/,)+&* 3 4

抗 疫 白 05(*’+6* 7 8

渭 薯 / 0&(*0+0* 9 :

表 . 不同品种不同处理产量对照

处理 品种名称
折合产量
$ !"#$%&%

比渭薯 / 号
增产$ "% 位次

陇薯 ’ 号 50,(5+,, ’(+, &
陇薯 " 号 5’*()+&* ’)+, /
抗 疫 白 ***&5+5* &&+, (
渭薯 ( 号 *&*&’+&* /*+, 0

露

地

陇薯 ’ 号 */&5*+5, (/+0 /
陇薯 " 号 *,55*+0* (,+/ &
抗 疫 白 (6,/6+*, , 0
渭薯 ( 号 05*&(+5* &/+) (
渭薯 / 号 (6,/6+*, # 0

地

膜

覆

盖 渭薯 / 号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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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b 桑得福L 高海拔地区马铃薯全生育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acbL 马铃

薯杂志! Qddd! Q<" Q$ % <[O<dL
aeb 刘效瑞! 王景才! 祁风朋L f! g"! g*! h* 在马铃薯上的应用

效果研究 acbL 马铃薯杂志! QddZ! Q=& e$ % Q=[OQ=dL
a<b 栾国强! 王云华! 谢小双! 等L 小春马铃薯地膜覆盖效应浅析

acbL 中国马铃薯 e==Q! QT& X$ % e<TOe<ZL
aXb 沈开安! 王运超! 李戈莲L 山区马铃薯地膜覆盖栽培的增产潜

力与技术 acbL 中国马铃薯 e==Q! QT& <$ % QZdOQ;=L
aTb 林建光! 金江彬L 永嘉县春马铃薯覆膜早熟栽培技术 acbL 马铃薯

杂志! Qdd;! QQ& Q$ % <;O<dL

aZb 程俊珊! 张学祥L 渭源县高寒阴湿地区马铃薯地膜栽培生态效

应研究 acbL 中国马铃薯! e===! QX& e$ % [<O[XL
a;b 郭雄! 马守林L 互助县马铃薯覆膜效益及栽培技术 acbL 马铃薯杂

志! Qdd;! QQ& X$ % e<;Oe<[L
a[b 卢桂山L 不同海拔高度覆膜种植马铃薯的增产效应 acbL 马铃薯杂

志! Qdd[! Qe& <$ % Q;<OQ;XL
adb 吕周林! 张伟梅! 邓建平! 等L 浙西南山区旱地马铃薯不同覆

盖方法的增产效果 acbL 中国马铃薯! e===! QX& e$ % Q=QOQ=eL
aQ=b 张福明! 徐希玉 L 脱毒马铃薯种性优势及推广应用前景 acbL中

国马铃薯L e==Q! QQ& T$ % <=[O<=dL
aQQb 梁秀芝! 刘根科! 杜珍L 马铃薯脱毒技术及应用 acbL 内蒙古农

业科技! e==e& e$ % ee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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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 $%%’ 年全国马铃薯学术年会会议论文的通知

为落实 $%%& 年全国马铃薯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精神! 活跃学术空气! 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决定于$%%’年在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市召开 $%%’ 年全国马铃薯学术研讨会暨学术年会! 会议主题为’马铃薯高新技术与产业化() 现开始征集

论文! 具体要求如下%
(内容新颖! 文字简练! 数据可靠! 图表清晰)
)必须是反映近年来各地的科研* 生产* 开发等方面的成果* 信息)
*学术论文要求不超过 ’%%% 字 &含图表#! 一般论文 +%%% 字以内)
,除寄打字稿外! 有条件的最好另寄软盘 ! 份或发邮件)
-来稿一定写清第一作者简介! 包括性别* 出生年* 职务职称* 研究方向等! 一定注明联系电话)
.信封右上角请写明 +年会论文( 字样)
/学术论文书写格式% 标题* 作者姓名* 单位* 邮编* 中文摘要* 关键词* 前言* 材料与方法* 结果与分析* 结论

与讨伦* 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 英文关键词) 一般论文可不写中英文摘要* 关键词* 参考文献等)
截稿日期% $%%’ 年 & 月 +% 日

来稿请寄% 哈尔滨市东北农业大学 ,中国马铃薯- 编辑部

邮 编% QT==<= iO+/2$% B"4/4"CjCk*7/1L7E1L3*
会议具体时间* 地址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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