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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乌瑞它马铃薯为1980年农业部从荷兰引进
的早熟品种�较适合南昌地区秋季种植。该品种块
茎食味品质好�淀粉含量12％～14％�粗蛋白含
量1∙6％�维生素 C13∙6mg／100g 鲜薯�适合出
口。在当前南昌地区秋种马铃薯生产面积较小、生
产技术水平较低、秋冬市场鲜食马铃薯缺口量较大
的情况下�发展休眠期短的早熟品种费乌瑞它生
产�不仅有利于种植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增加农民
收入�而且有利于满足广大城乡居民消费需要及加
工原料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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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条件及方法
1∙1　试验条件

试验在南昌市农科所土壤肥力中等一致的旱地

进行�前作为西瓜�供试品种费乌瑞它为我所春繁
良种。
1∙2　试验处理及设计

试验设行距 （A处理） 和株距 （B 处理） 两种
处理�在 A 处理中设 A1：30～60cm 宽窄行移栽；
A2：50cm 宽行移栽；A3：60cm 宽行移裁三种水
平；在B处理中设 B1：16cm 左右株距；B2：20cm
左右株距两种水平�共有 A1B1、A1B2、A2B1、A2B2、
A3B1、A3B2六种处理组合�各处理组合在田间随机

副芽生长�减少了对养分的消耗。顶芽的匍匐茎生
长势强�结薯早�膨大快。
3∙2　技术要点

（1） 选用高产�优质�抗病品种。积极推广脱
毒种薯鄂马铃薯3号、鄂马铃薯1号、南中552。
（2） 种薯露光薄摊�适时播种�培育粗短壮

芽。种薯进行露光薄摊�初冬要注意防止霜冻�低
海拔地区12月下旬至元月上旬播种�高海拔地区
在元月份的晴好天气播种。幼芽要严格控制在1～
3cm 及时移栽。

（3） 壮芽移栽�合理密植。移栽前抹去弱芽�
保留壮芽3～4根。大田栽植密度单作4000～5000
穴／667m2�与玉米套作�低海拔地区2500～3000
穴／667m2。高海拔地区3000～3500穴／667m2。种
植规格1／2 （30＋120） ×26cm 或1／2 （30＋130）
×27cm。

（4） 增施农家肥�早追芽肥。大田移栽前半
月�选晴天每667m2施牛栏肥1500kg、碳铵40
kg、过磷酸钙30kg、硫酸钾10kg�开沟条施作垄
备栽�移栽时每667m2用碳铵15kg、过磷酸钙10
kg�硫酸钾10kg�深施掩土后栽薯�促进早发。

（5） 现蕾期结合除草进行培土壅蔸�同时用
15％的多效唑30kg／667m2兑水40kg�喷雾控制
徒长�促进块茎膨大。
（6） 防治晚疫病。中心病株出现时�用58％

的甲霜灵锰锌200g／667m2800倍液�分两次灌蔸
或喷雾�每次相隔10d。
（7） 覆盖地膜�移栽的垄面要求平整�用幅

宽50cm 的超微膜平铺垄面�两边用细土封严�
成瓦背形。幼苗出土后及时破膜接苗�严防晴天
中午膜内高温引起灼伤幼苗。现蕾期提倡揭膜培
土壅蔸。

·33·费乌瑞它马铃薯秋季栽培密度探讨－－－刘宗发�胡金和�熊清云等



排列�畦宽分别为1∙3m、1∙6m、1∙9m�沟宽均
为0∙3m�畦长均为15m�各处理组合在田间随机
排列�小区面积分别为24m2、28∙5m2、33m2�
未设重复。
1∙3　田间管理

各处理组合于9月14日选用发芽大小基本一
致的切块块茎距畦边5cm 起行播种�播种前按试
验设计翻耕土壤二次�每667m2施用蔬菜复合肥
50kg （N∶P∶K 比为13∶6∶7） 作底肥�并整地作
畦�在生长前期中耕培土二次。于12月3日收获�
并取样、测产、考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

从表1可以看出�各处理组合单位面积产量以
A1B1最高�为1261∙2kg／667m2�A3B2最低�为
1006∙1kg／667m2�各处理组合单位面积产量排列
顺序为 A1B1＞A2B1＞A1B2＞A2B2＞A3B1＞A3B2�
由各处理单位产量极差可看出�影响产量最大的处
理为 A处理�在 A 处理中�A1＞A2＞A3�在 B 处
理中 B1＞B2。

表1　各处理 （组合） 产量结果与分析
处理组合

小区面积

（m2）
小区产量

（kg）
折单产

（kg／667m2）
A1B1 24 （1∙6×15） 45∙4 1261∙2
A1B2 24 （1∙6×15） 43∙2 1200∙1
A2B1 28∙5 （1∙9×15） 52∙2 1221∙1
A2B2 28∙5 （1∙9×15） 43∙4 1011∙7
A3B1 33 （2∙2×15） 50∙2 1014∙2
A3B2 33 （2∙2×15） 49∙8 1006∙1
A1 24 44∙3 1230∙6
A2 28∙5 47∙8 1118∙2
A3 33 50∙0 1010∙2

A处理极差 　 　 255∙1
B1 28∙5 49∙3 1153∙3
B2 28∙5 45∙5 1064∙4

B处理极差 　 　 88∙9

2∙2　植株性状及块茎大小
从表2可以看出：在A处理中�株高以A2最高�

A3最低�A1居中�茎基宽及分枝粗 A2、A3均较 A1
大�说明50cm 行距植株最高�茎粗壮�分枝数最
多�60cm 行距分枝多�茎粗壮�株高最低�30～
60cm宽窄行植株较高�分枝数最小�茎基宽最低�

在B处理中�株高 B1＞B2�茎粗相同�分枝数 B2＞
B1�说明株距小�植株高�分枝少�株距大�植株
矮、分枝多。从块茎大小看�在A处理中�中小薯比
例以A1最高�A2最低�A3居中�尤其是小薯比例以
A1最多�A3次之�A2最少�说明30～60cm宽窄行
密度大�块茎最小�50cm行距种植块茎大�中薯比
例最高�60cm宽行种植介于两者之间。在B处理中�
小薯比例 B1＞B2�中小薯比例 B1＞B2�说明株距扩
大�大中薯比例增多。
表2　各处理组合对植株性状及薯块大小影响
处理组合

株高

（cm）
茎基宽

（cm）
分枝数

（个） 大中小薯比例

A1B1 28∙8 0∙76 2∙00 1∶0∙53∶0∙36
A1B2 30∙3 0∙75 1∙70 1∶0∙39∶0∙23
A2B1 33∙4 0∙98 1∙80 1∶0∙49∶0∙10
A2B2 32∙3 0∙89 2∙40 1∶0∙31∶0∙17
A3B1 29∙9 0∙79 1∙90 1∶0∙52∶0∙26
A3B2 27∙2 0∙87 2∙10 1∶0∙41∶0∙19
A1 29∙55 0∙76 1∙85 1∶0∙46∶0∙30
A2 32∙85 0∙94 2∙10 1∶0∙40∶0∙14
A3 28∙55 0∙83 2∙00 1∶0∙47∶0∙23
B1 30∙70 0∙84 1∙89 1∶0∙51∶0∙24
B2 29∙93 0∙84 2∙07 1∶0∙37∶0∙20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秋种马铃薯种植密度不仅对产

量影响较大�而且影响植株性状生长发育�影响马
铃薯产品质量�主要表现在：
（1） 各处理组合产量以株行距为30～60cm×

16cm 宽窄产量最高�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为行
距�在30～60cm、50cm、60cm 三种行距处理
中�随着行距扩大�单位面积产量降低�在16～
20cm 处理中�随着株距扩大�单位面积产量降
低；因此�秋种马铃薯适当加大种植密度能够有效
地提高单产�建议种植密度采用30～60 cm×
16cm和50cm×16cm 两种方式。

（2） 50cm 行距种植�株高大�分枝多�茎粗
状�大中薯比例最高；30～60cm 宽窄行种植株高
较大�分枝少�茎细弱�小薯比例最多。而60cm
宽行种植介于两者之间�可能是由于稀植单株受环
境影响在整体中表现为比例较大所致。随着株距扩
大�株高降低�分枝增多�大中薯比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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