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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马铃薯新品种青薯2号采取小整薯高密栽培方法�同时在开花前期喷施矮壮素�其目
的是为了提高繁殖系数�降低植株高度�抑制地上部生长�防止倒伏�减轻病害的发生�减少用种
量�进而提高产量�试验结果表明：高密栽培的密度为9000～13000株／667m2�在高密栽培的条件
下对其进行喷施矮壮素�有明显降低植株高度的作用�喷施浓度以75mg／L 产量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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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属无性繁殖作物�用薯块作种用种量较

大�一般需用种子量为150～200kg／667m2�大大
增加了种薯的用量和费用�也增加了运输量。为了
减少用种量�实行小整薯高密栽培�提高繁殖系
数�并控薯块膨大�同时应防止在高密栽培下易发
生植株徒长和倒伏�所以在开花前期对其进行喷施
矮壮素�可明显降低高度�提高植株抗倒伏能力�
提高大田通风透光能力�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起
到了以密度取胜提高产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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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青海省农科院水地实施�对近年来新育

成的高淀粉品种青薯2号进行了高密栽培试验�采
用新式步犁�不隔铧种植�一般行距为25～30cm�
株距10cm�在初花期分别用矮壮素50mg／L、70
mg／L、100mg／L 三种浓度对大田进行喷洒�其实
施结果见表1。

试验设3次重复�在喷施前调查植株高度�喷
施后10～15d 定点调查植株高度�以便于比较其
用药效果。在收获期对种薯进行分级处理�把25g
以下的小整薯分为一级在来年直接应用于小整薯播

种�为繁殖田提供小整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提
高种薯的繁殖系数�这样既减少切种时病菌的传播
量�同时又减少了用种量；对50g 以上的薯块分
为一组�可做切薯用。

　　b．AVALANCH 和 CHELLAH 的 Vc 含量较
高�达到了20mg左右�远远高于其它2个品种；
还原糖的含量也远高于其它2个品种；而粗蛋白的
含量较低。

c．光合能力是衡量产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CHELLAH、JAMILA、DESIRE 的光合测定值都
较高�而产量最高的 AVALANCH 光合测定值最
低�这其中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合以上各项指标分析�AVALANCH 和
CHELLAH两个品种的产量性状和品质性状都优于

其他两个品种�比较适合在青岛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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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浓度的用药量配比
编号

浓度

（mg／L）
小区面积

（m2）
小区用药量

（g）
兑水量

（ml）
用药量

（g／667m2）
1 50 200 4∙50 9000 15∙0
2 75 200 6∙75 9000 22∙5
3 100 200 9∙00 9000 30∙0

3　结果与分析
3∙1　喷药前后植株高度调查与分析

在喷药前首先定点�定单株进行株高调查�从
地面量至植株顶端�在喷施后15d 进行调查�仍

按原定的植株对应调查�见表2。
由表2调查结果可知�当喷药浓度在50mg／L

时�喷施后14d比喷施前株高增长18∙2cm�当喷
药浓度在75mg／L 时�喷施后14d 内比喷施前株
高增长15∙6cm�当喷药浓度在100mg／L 时�喷
施后14d内比喷施前株高增长1∙6cm�空白对照
喷施后比喷施前株高增长22∙0cm�从这个结果
看�喷施浓度以75mg／L 为宜�若用药量在100
mg／L�药量显重�地上部几乎不生长。若不喷药�
对于高密栽培来说�最易发生倒伏�更会因田间通
风透光差而影响产量。

表2　喷施前后植株高度调查情况
项 目

时间

（日／月）
浓度

（mg／L）
定点调查株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平均

喷前 10／7 50 70 72 72 71 74 67 63 68 62 65 684 68∙4
　 　 75 66 63 72 73 68 68 72 68 69 68 687 68∙7
　 　 100 81 77 85 79 81 77 77 75 77 77 786 78∙6
　 　 CK 74 75 72 74 72 73 66 81 82 74 743 74∙3
喷后 23／7 50 92 88 92 90 85 87 84 87 73 88 866 86∙6
　 　 75 75 76 80 84 90 84 90 90 90 84 843 84∙3
　 　 100 80 76 86 73 76 80 76 83 86 86 782 80∙2
　 　 CK 102 92 97 101 96 93 85 97 104 96 963 96∙3

3∙2　产量结果与分析
为了降低高密栽培田的植株高度�在开花期喷

施矮壮素�有明显的压低植株高度和防止倒伏的作
用�在收获期取2m2进行测产�其产量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知�高密栽培的密度在9000～13000
株�产量水平为3231∙6kg�块茎数为54∙7万块／

667m2。从三个不同水平矮壮素应用效果看�其产
量结果依次排序为：矮壮素用量为75mg／L 时�
产量结果为3457∙3kg�矮壮素用量为100mg／L
时�产量结果为3428∙6kg�矮壮素用量为50mg／
L 时�产量结果为2808∙9kg。从产量结果可以明
显看出用药量的效果�用药量以75mg／L 为宜。

表3　产　量　分　析
矮壮素

（mg／L） 重复 小区株数 高株数 小区块数
块数

（万块／667m2） 小区产量
产量

（kg／667m2） 平均

50 1 36 12000 73 43∙8 7∙4 2334∙5
2 36 12000 94 56∙4 9∙5 3168∙3 2808∙9

　 3 29 9627 66 31∙9 8∙8 2923∙8
75 1 28 9338 108 50∙4 10∙9 3635∙2

2 32 10672 111 59∙2 89∙9 3301∙7 3457∙3
　 3 34 11339 109 61∙8 10∙3 3435∙1
100 1 28 9338 95 44∙4 9∙75 32315∙6

2 36 12000 102 61∙2 10∙1 3368∙4 3428∙6
　 3 39 13000 128 83∙2 11∙1 3701∙9
平均 54∙7 32331∙6

4　结　论
马铃薯高密度栽培田�密度宜在9000～13000

株／667m2�使用矮壮素有显著的降低植株高度的

作用�可以防止因密度过高使植株徒长的现象�提
高了植株的抗倒伏能力�提高了产量。矮壮素使用
浓度以75mg／L 产量水平较高�效果较好�可以
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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