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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近年来�随着商品农业的发展和马铃薯加工业

的迅速崛起�白银市提黄灌区种植的早熟马铃薯已
经由传统的粮食作物转变为种植业中经济效益十分

显著的经济作物�因而当地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群
众已经形成共识�将早熟马铃薯标准化生产作为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的重要内容列入区域农业经济发展

的议事日程。本研究项目就是配合这一战略性的结
构调整�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为调整后的区域农业
经济和马铃薯产业的稳步和持续发展提供生产技术

储备。
2　材料与方法

试验区选择在景电一期提黄灌溉早熟马铃薯集

中产区�指示品种为克新1号 （紫花白、东北白）�
试验地具有提黄灌溉20年以上的耕种历史�耕种
灰钙土�肥力相对中等偏高�试验设计为对比试
验�小区面积30m2�除试验处理外�其它田间管
理同于大田�收获时以小区为单位单收记产。
3　结果与分析
3∙1　种植与群体结构

采取沟垄覆膜种植。表土耕作完成以后�同步
进行起垄、点种、覆膜�既：先起垄的雏形�随后
三角形摆放2行种薯�覆土整形垄面�把握垄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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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呈梯形�垄高30～35cm�沟宽20cm�垄面
宽100cm�播种深度7～9cm�最后覆膜�并每隔
2m 长度压一土带。种植密度4000～4500株／
667m2。群体空间结构为：总带宽120cm�垄面点
种2行�大行距90cm�小行距30cm�株距25～
30cm。研究结果表明：沟垄种植改善了马铃薯群
体内部的光气通路�协调了个体之间的营养竞争�
使垄行间形成边行优势效应�促进植株对营养物质
的吸收、运转和同化�从而提高产量�同时垄沟又
利于小水、小畦等节水灌溉技术的实施�从而使块
茎一直处在疏松和湿润的土壤环境中�不仅利于薯
块的膨大和增进外观商品品质�而且还可避免大水
漫灌水后较长时间的泥泞和高湿环境诱发各种斑点

病害。与传统栽培技术比较�沟垄种植增产率达到
21∙7％�商品率提高12个百分点；农作物覆膜后
公认的效果是增温保墒�从而达到节水和促进作物
早熟的目的�这一点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
应征。
3∙2　诱苗自然破膜出土

可以说�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引进和试验成
功�是我国农作物栽培技术领域内发生的一场革
命�它不但打破了封存千年的农作物布局和季节种
植理念�而且为超常规生产和取得大范围、广领
域、多作物高产高效提供了实证依据。当然�没有
地膜覆盖技术的成功推广�就不可能有白银市提黄
灌区早熟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实践。但这一技术的效
应毕竟以特制的化学材料覆盖为前提�作物种子萌
发后幼苗出土受到抑制�因而及时查苗放苗在所难
兔�这不仅造成田间管理中的诸多不便�同时也增
加了劳动用工�提高了生产成本�更为严重的是�
若因种种原因贻误放苗时机而造成烧苗�后果更是

·222· 中国马铃薯�第17卷�第2期�2003



不堪设想。因此�从栽培技术创新的角度上讲�研
究让作物幼苗如何克服这种抑制力�使其自然破膜
出苗不仅必要�而且更为迫切。有关研究认为�植
物幼芽在没出土之前的暗光条件下�芽尖的顶透能
力比较强。本项目研究结果表明�早熟马铃薯播种
10d左右�膜面覆土4～5cm�一方面使芽尖处于
暗光条件下具备较强的顶透力�另一方面覆土后形
成的压力基本上削减了地膜的弹性；从而确保了芽
尖顶透力不被削弱�两方面结合完全达到了诱苗自
然破膜出土的目的。再则�膜面覆土后同时也防止
了大风揭膜�确保了生产安全。
3∙3　增施钾肥

马铃薯为喜钾作物�因而栽培中合理增施钾肥
应该是投肥的重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以往的生产
中却忽视了这一点。本试验就是针对生产中的这一
不足�通过田间试验�展示钾肥的增产增效作用和
筛选出最佳施用量�同时�也为完善栽培技术体
系、制定生产技术规程提供依据。
3∙3∙1　钾肥增产效果

表1试验的产量结果表明�两年的试验结果完

全一致�施硫酸钾25kg／667m2�单产分别达到
2312∙10kg／667m2和2473∙40kg／667m2�而对照
的产量仅分别为1965∙85kg／667m2和2191∙20kg／
667m2�增产率分别为17∙6％和12∙9％。说明早
熟马铃薯施钾肥的增产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表1　早熟马铃薯施钾肥产量结果 （单位：kg）
处 理

小区产量

重复1 重复2 平均

折产

（667m2）
较 CK 增减
（％）

施钾肥 CK
（2000年）

100∙00
82∙68

108∙04
92∙24

104∙02
88∙48

2312∙10
1965∙85

17∙6
　

施钾肥 CK
（2001年）

108∙00
95∙60

114∙60
101∙50

111∙30
98∙60

2473∙40
2191∙20

12∙9
　

从表2考种结果看�处理较对照相比�大薯的
个数和重量均有明显的增加�大中薯率比较高。这
就更进一步的说明�早熟马铃薯施钾肥后�不仅增
产效果显著�而且块茎的商品率也比较高�因而经
济效益也是比较明显的。

表2　早熟马铃薯施钾肥考种结果 （单位：个�kg）
处 理

大薯

个 kg
中薯

个 kg
小薯

个 kg
总薯

个 kg
大中薯率 （％）
个 kg

2000年　　　　
施钾肥 45 8∙69 21 2∙17 17 0∙8 83 11∙65 79∙5 93∙2
CK 29 5∙08 35 3∙31 36 1∙52 100 9∙91 64∙0 84∙7

较 CK 增减％ 55∙2 71∙1 －40∙0 －34∙4 52∙8 －47∙4 －17∙0 17∙0 15∙5 8∙5
2001年　　　　

施钾肥 31 5∙39 32 3∙38 45 2∙35 108 11∙2 58∙3 78∙9
CK 20 4∙55 28 1∙35 41 3∙96 89 9∙86 53∙9 59∙8

较 CK 增减％ 55∙0 18∙5 14∙3 150∙0 9∙7 －40∙7 21∙3 12∙8 4∙4 19∙1
3∙3∙2　钾肥施用量

由表3试验数据可见�各处理与对照相比�均
表现出增产效果�其中以施氧化钾6kg／667m2的
处理增产效果最为显著�单产达到2469∙2 kg／
667m2�较对照的1563∙9 kg／667m2 增产905∙3
kg�增产率57∙9％；施氧化钾9kg／667m2的处理
增产效果次之�单产为2386∙9kg／667m2�较对照
增产823∙0kg�增产率52∙6％。其余处理的产量
较对照虽有增加�但幅度均不是太大。

表3　早熟马铃薯施钾肥用量试验结果
（单位：kg） 　

处 理 小区产量
折合667m2
产量

较对照

增产

增产率

（％）
大中薯率

（％）
A 28∙8 1893∙1 329∙2 22∙8 55∙7
B 36∙3 2386∙9 823∙0 52∙6 59∙1
C 38∙8 2469∙2 903∙5 57∙9 70∙0
D 25∙0 1646∙2 82∙03 5∙2 41∙4
E 23∙5 1563∙9 － －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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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的试验结果还表明�各处理大中薯率的高
低与产量高低排序一致�仍以施氧化钾6 kg／
667m2的处理最高�达到 70∙0％�较对照的
56∙5％增加了13∙5个百分点。说明该处理不仅高
产�而且高效�应该成为生产中推广施用钾肥的最
佳施用量。
3∙4　不同间套种模式

单就马铃薯产量而言�表4试验结果表明�单作
的产量最高�鲜薯产量达到3086∙6kg／667m2�马铃
薯／大蒜的处理次之�鲜薯产量为2880∙0kg／667m2；
马铃薯／玉米的处理产量最低�为2140∙0kg／667m2。
马铃薯单作的单产较套种大蒜和玉米的两处理分别增

产206∙0kg／667m2和946∙6kg／667m2�增产率分别为
7∙2％和44∙2％�说明单作条件下�马铃薯的生长发
育具有良好的空间环境�更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
运转和同化�从而提高产量。相反�间作条件下使两
种作物同处于相同的微环境之中�共生期相争相克在
所难免�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加以合理调控�矛盾的最
终结果必然是经济产量的降低�对于这一点�表5的
考种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证明。

表4　不同种植模式试验产量结果
处 理

小区产量

马铃薯 大蒜 玉米

折合667m2产量
马铃薯 大蒜 玉米

马铃薯／大蒜 21∙9 16∙4 　 2880∙0 2150∙0 －
马铃薯／玉米 16∙3 　 4∙9 2140∙0 － 642∙0
马铃薯单作 23∙4 　 　 3086∙6 － －
　　对于纯商品性质的早熟马铃薯来说�大中薯率
高则商品率就一定高�在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商品率高的产品经济效益就必然显著。表5考种结
果恰恰表明�马铃薯在单作条件下�大中薯率与产
量同步提高�这无疑是生产中追求的主要目标。
表5　不同种植模式试验考种 （单位：kg／20株）

处 理 大中薯 小薯 总重量
大中薯率

（％）
马铃薯／大蒜 13∙26 6∙66 19∙92 66∙4
马铃薯／玉米 9∙94 6∙30 16∙24 61∙2
马铃薯单作 21∙24 4∙98 26∙22 81∙0

　　从不同种植模式经济效益看 （详见表6）�三个
处理的纯收益均在1000∙00元／667m2左右�这对于
弱质性的种植业来说是较为可观的。相比之下�经
济效益最好的为马铃薯／大蒜�纯收益达到1047∙20

元／667m2�马铃薯／玉米次之�纯收益958∙00元／
667m2�马铃薯单作的处理排在第三位�纯收益为
910∙10元／667m2�单作的纯收益较套种大蒜和套种
玉米的分别减少了137∙10元／667m2和47∙90元／
667m2。但根据表中资料�分析复合群体中各作物对
经济效益的贡献大小�马铃薯的贡献比重在总量中
一般占2／3以上�而其他作物仅占1／3左右�说明
不论采取何种种植模式�投入和栽培的重点如若偏
离马铃薯�经济效益肯定是不会显著的。还要说明
的一点�表6成本一览中未将人工劳动用工计入成
本费用�而间作套种的人工劳动用工费用要比单作
的一般高出1／3�故全面分析试验资料�综合评判
各试验处理的结果�认为一季单作的种植模式更适
合本区域早熟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的发展�而复合群
体作为辅助和补充在一些交通便利、商业区位优势
明显的城郊适当种植�发展生产应立足当地市场�
产品以早抢先�均衡上市。
表6　不同种植模式经济效益比较结果（单位：元）
处 理 成本

667m2产值
马铃薯 大蒜 玉米 合计

667m2
纯收益

马铃薯／大蒜 554∙00956∙20645∙00 － 1601∙201047∙20
马铃薯／玉米 403∙00654∙80 － 706∙21361∙00958∙00
马铃薯单作 340∙001250∙1 － － 1250∙10910∙10

3∙5　不同种源地种薯比较
成本与效益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

盾�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生产者要追求效益最大化
的基本目标�首选的措施一般为节能降耗�即通过
降低成本来增加效益。白银市提黄灌区早熟马铃薯
生产中所用种薯均调自千里之外的陕北定边县�长
途运输费与种源地种薯的收购价基本相等�如果从
本地资源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繁育种薯的地区建立
自己的种薯基地�从而实现种薯就近供应�确实不
失为一条促进产业发展的得力措施。本试验就是基
于这一目的而特设的。
表7　不同种源地种薯比较试验产量结果（单位：kg）
处 理

小区产量

重复1 重复2 平均

折产

667m2
较 CK 增减
（％）

正路种薯 131∙15 123∙35 127∙25 2827∙9 18∙2
CK 111∙43 103∙93 107∙68 2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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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早熟品种选育的实生籽播种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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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原二季作地区马铃薯生产需要选用早熟或中

早品种�中、晚熟品种在这一地区产量非常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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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没有产量。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品种生长期长�结薯
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比较严格。在中原地区�春季马铃
薯播种出苗后日照时数逐渐增多、气温逐渐增高�不
利于中、晚熟品种结薯。6月中旬以后高温雨季到来�
结薯和块茎膨大受到影响�同时植株开始感病�不等
植株正常成熟就已死亡。因此�在品种选育上应根据
这一地区的特点选育早熟、休眠期短、结薯对温度、
光照长短不敏感、秋季播种耐高温的株系。

表8　不同种源地种薯比较试验考种表 （单位：kg）
处 理

大薯

个 kg
中薯

个 kg
小薯

个 kg
总薯

个 kg
大中薯率 （％）
个 kg

正路种薯 69 15∙3 11 1∙3 20 1∙3 100 17∙9 80∙0
CK 57 11∙7 21 2∙7 15 0∙7 92 15∙1 84∙2 95∙1

较 CK 增减 21∙2 30∙7 －48∙8 －52∙0 －37∙9 68∙9 7∙5 2∙7 －4∙4 －2∙1

　　表7试验结果表明�处理较对照的产量均较
高�尤以正路种薯表现较突出�鲜薯产量达到
2827∙9kg／667m2�较对照的2393∙0kg／667m2增
产434∙9kg�增产率为18∙2％。考种结果 （见表
8） 为：处理与对照不论以块茎数量还是总重量计
算�大中薯率均在80％以上�同时更为一提的是�
处理的大中薯率在与对照相近的情况下�大薯的个
数和重量均比对照要高�这充分说明�本地海拔较
高的二阴山区繁殖的种薯质量完全能够与定边调来

的种薯相媲美�因而在这一地区建立专业种薯繁育
基地是完全可行的。
4　小　结

a．水资源短缺是当今全球的热点问题�节水
灌溉更是我国灌溉农区栽培技术创新研究的主攻方

向�而沟垄覆膜种植早熟马铃薯技术不仅增产效果

显著�而且节水效果明显�所以�以沟垄覆膜和节
水灌溉为前提�集成和组装种薯选优、膜面覆土诱
发自然破膜出苗和增施钾肥平衡施肥等重要技术内

容�形成灌溉条件下早熟马铃薯标准化生产栽培技
术体系的核心�不仅其有技术上的先进性�更突出
了生产实践中的可行性和指导意义。
b．以正路乡为代表的二阴山区繁殖的种薯具有

与异地种薯相同的优良性状和增产效果�说明当地
具备建立早熟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的基本条件。从
早熟马铃薯标准化生产需要出发�因地制宜的建立
自己的优良种薯繁育基地�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c．一季单作的种植模式更适合市场需求的早

熟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的发展需要�而复合群体作为
辅助和补充在一些交通便利、商业区位优势明显的
城郊适当种植�产品应立足当地市场�以早抢先�
均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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