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 !! 是云南师范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及会

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国际马铃薯中心引进的!
针对中国西南地区马铃薯种植气候环境条件配制的

的杂交实生籽中选育出的一个马铃薯抗病! 高产!
优质品种" 目前已成为我省高寒冷凉山区大春一季

种植的主要推广品种之一# 但该品种在一些县! 乡

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个别种植户单产发挥不理想! 甚

至减产等问题$ 究其原因" 多数情况是存在种植密

度过大问题$ 为了寻找该品种在马龙县马铃薯种植

区土壤% 气候条件下的最佳种植密度" 指导今后的

推广种植" 特设置此试验$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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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为马铃薯品种合作 !! 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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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设 # 个处理" 每处理 $ 次重复" 共 %&

个小区"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小区面积 %’(& )&& 小

区长 *(! )" 宽 *(+ )’$ 开沟条播" 单株单行垄作$
处理 %( 对照& 密度 *%,- 株.,,- )&" 规格( 株

行距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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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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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土壤为我省东北部马龙县的沙质壤土" 上

等肥力" 地块平整" 肥力均匀" 排水方便" 四周留

有足够的保护行# 底肥用宣威市土肥站生产的* 宣

农 +牌 马 铃 薯 专 用 肥& 0! 1&23! 452 含 量 分 别 为

!6! !6和 ’6" 总 含 量!536’ " 每 ,,- )5 施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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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点选择在马龙县月望乡范家新屯村某户

责任田里" 海 拔 5+!+ )$ $ 月 %5 日耖耙 整地" $
月 %$ 日划试验小区" 清理马铃薯种植沟$ $ 月 %$
日播种" 并按 ,+ 78.,,- )5 施用马铃薯专用肥于试

验 小区播 种 沟 中 作 底 肥$ 3 月 %+ 日 中 耕! 除 草!
培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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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以云南省高寒冷凉山区大春一季马铃薯种植的主要推广品种* 合作 !!+为试验材料" 探

索不同种植密度对其产量及大薯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在云南东北部马龙县土地平整! 肥力上

等的栽培条件下" 合作 !! 以每 ,,- )5 种植 %$!’ 株的密度和 ,+ /) ! !+ /) 的株行距为最佳" 平均

单产达到了 *+’,(, 78.,,- )5" 产量名列第一位" 比对照& 密度 *%,- 株.,,-)5 的处理’每 ,,- )5 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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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
田间调查结 果表明! 单株 重最高的是 密度为

"#$! 株%&&’ (! 的 处 理 $" )*+" ,-%株 # 单 株 重 最

低的是对照$ 密度 $"&’ 株%&&’ (!% " #*’’ ,-%株# 且

随着密度的增大" 单株重渐次降低& 大于 "## - 薯

块比 例最高的是 密度为 "#$! 株%&&’ (! 的 处 理 $"
占’# .# 大于 "## - 薯块比例最 低的 是 对 照" 占

)" .# 且随着密度的增大" 大于 "## - 薯块比例逐

渐减少& 调查结果详见表 !&

!"! %&’(
据 各 试 验 小 区 实 收 测 产 结 果! 密 度 ")/+ 株%

&&’ (! 的处理 )" 平均每 &&’ (! 产鲜薯 $#+&*& ,-"
产量名列第一位" 比对照$ 密度 $"&’ 株%&&’ (! 的处

理%每 &&’ (! 增产鲜薯 /&0*& ,-" 增产 !&*/.# 密度

为"#$! 株%&&’ (! 的 处 理 $ 平 均 产 鲜 薯 $#$/*) ,-%
&&’ (!" 产量居第二位" 比对照增产鲜薯 /"’*) ,-%
&&’ (!" 增产 !0*).# 密度 !#/) 株%&&’ (! 的处理!"
平均产鲜薯 )++)*",-%&&’ (!" 产量居第三位" 比对

照 增 产 鲜 薯 ’&!*" ,-%&&’ (!" 增 产 !)*&.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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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生物统计学的方差分 析" 处理间 1 值 极显

著" 重复间不显著& 多重比较" 2 测验结果" 密度

为 !#/) 株%&&’ (!’ ")/+ 株%&&’ (! 和 "#$! 株%
&&’ (! 处 理 的 产 量 均 极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 株%
&&’ (!% " 密 度 ")/+ 株%&&’ (! 的 产 量 显 著 高 于 密

度 !#/) 株%&&’ (! 的处理& 见表 $’ 0&

) 小 结

通 过 密 度 试 验 " 总 结 出 一 套 合 作 // 在 马 龙

县 月 望 乡 等 种 植 区 丰 产 栽 培 的 种 植 密 度 模 式 &
建议在今后的示范推广过程中" 上等肥力地块" 采

用密度 ")/+株 %&&’(!" 株行距 &#3( ! /# 3(# 中等

肥 力 地 块 " 采 用 密 度 !#/) 株%&&’ (!" 株 行 距

$# 3( ! /# 3(& 或在上述试验结果基础上" 于不同

种植区’ 作不同土壤肥力等条件下的种植密度优选

试验" 探索多因素组合情况下的最佳种植密度" 以

备更复杂栽培条件下应用&
本试验以种植 ")/+ 株%&&’(! 的密度和 &# 3( !

/# 3( 的株行距为最佳" 平均单产达到 $#+&*& ,- %
&&’(! 比对照增产 /&0*& ,-" 大薯率达到 &"*+.&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 值 !"#"$ !"#"%

处理间 %&’"#&& ( )&(#)% (%(#*) )#’* +#’,

重复间 )#,’ & &#)) %#,% $#%) %"#+

误 差 ,#%% * %#($

总变异 %&,(#& %%

表 $ 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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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薯块分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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