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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对马铃薯进行包衣�在干旱年分对出苗率和产量影响差
异不显著�而在降水较多或灌水情况下可显著提高产量�以4∙115kg/hm2浓度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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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通过1998年的研究我们发现�用58％甲霜灵

锰锌包衣马铃薯对于提高马铃薯的出苗率�降低发
病率�增加产量有着显著的意义。但药剂的用量即

　收稿日期：2002－04－02
　作者简介：刘会清 （1965）�男�张家口农专讲师�主要从事作
物栽培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适宜浓度仍需进一步研究。为此�我们于1999年
和2000年作了比较试验。
2　材料与方法
2∙1　种薯

试验采用的种薯是早熟感病品种费乌瑞它第4
代�由张家口市坝上农科所提供。
2∙2　药剂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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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NTROL OVER STREPTOMYCES SCABIES
OF VIRUS-FREE MICROTUBER WITH SUBSTR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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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substratum formula�which can be used to control Streptomyces scabies of virus-free
microtubers�has been worked out through different controlling effectiveness against the disease caused by differ-
ent nutritious substratum．The paper puts forard the idea of controlling S． scabies with furfural residue．The
new substratum proportion is vermiculit 4：peat soil1：slag1：plant ash1：farfural residue1．The test result
showed that the new substratum formula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S． scabies of virus-free micro-
tubers�and meanwhile increase nutrition of the substratum．The marketable rate of microtubers produced in
this substratum was apparently high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was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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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方法
本试验采用单因素设计�分不拌药 （CK）�低

（1∙875kg/hm2）�中 （3∙000kg/hm2）�高 （4∙115
kg/hm2） 4个处理�3次重复。每个小区3行�行
长6∙16m�行距0∙55m�株距0∙35m�共51株�
面积为10 m2�播种前包衣。2000年种薯使用
1999年按处理单独收获的种薯�并仍按上年的药
剂浓度进行包衣。1999年春季干旱�播种后灌水�
生育期间高温干旱�但未灌水�2000年春季干旱�
播后未灌水�生育期间高温干旱�灌水二次。其它
管理同大田�齐苗后调查出苗率�收获后测产�考
种。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对出苗率
的影响

在幼苗期�我们对马铃薯的出苗率进行了调
查�其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的

出苗数 （1999）
处　理

Ⅰ
出苗 不出苗

Ⅱ
出苗 不出苗

Ⅲ
出苗 不出苗

平均

出苗 不出苗

CK 39 12 28 23 38 13 35 16

1∙875kg/hm2 48 3 44 7 48 3 47 4

3∙000kg/hm2 44 7 49 2 46 5 46 5

4∙115kg/hm2 41 10 44 7 49 2 45 6

利用 spss统计软件对上述结果进行 X2检验和
多重比较�见表2�表3。

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土壤湿度大时�不同
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后出苗情况显著高于

对照�三个不同浓度相比�1∙875 kg/hm2 好于其
他两个浓度�但没有显著差异。

表2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
出苗情况 X2检验结果

分析项目 Value df Sig （2-sided）

Pearson Ch-i Square 14∙112b 3 0∙003

表3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出苗
情况多重比较结果分析

处　理 N Subset
1 2

CK 3 73∙8667
4∙115kg/hm2 3 87∙5333
3∙000kg/hm2 3 90∙7667
1∙875kg/hm2 3 91∙4667

Sig 1∙000 0∙434

表4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
的出苗数 （2000年）

处　理

Ⅰ
出苗 不出苗

Ⅱ
出苗 不出苗

Ⅲ
出苗 不出苗

平均

出苗 不出苗

CK 44 7 38 13 41 10 41 10

1∙875kg/hm2 42 9 39 11 49 2 43 8

3∙000kg/hm2 40 11 45 6 43 8 43 8

4∙115kg/hm2 44 7 40 11 46 5 43 8

用同样的方法对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
果见表5。
表5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出苗

情况 X2检验结果 （2000年）
分析项目 Value df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0∙0424 3 0∙935

由表5可以看出�用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后
的出苗数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说明用甲霜灵锰
锌连续包衣马铃薯出苗率不能提高�另外�2000
年春季天气干旱�土壤湿度小�不适合马铃薯晚疫
病菌的萌发�因此�用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对提
高出苗率的效果不佳。
3∙2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对产量的
影响

收获后�我们对马铃薯进行了考种�其结果见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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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的
产量 （kg/hm2） （1999年）

处　理 Ⅰ Ⅱ Ⅲ 平均

CK 10650∙0 10594∙5 12600∙0 11180∙0

1∙875kg/hm2 14830∙5 13450∙5 12430∙5 13560∙5

3∙000kg/hm2 14160∙0 12430∙5 13999∙5 13630∙0

4∙115kg/hm2 9400∙5 14130∙0 13350∙5 12294∙0

经 spss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7。
表7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产量

方差分析结果 （1999年）
分析项目 df F Sig

处　理 3 2∙589 0∙148

表8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的
产量 （kg/hm2） （2000年）

处　理 X1 X2 X3 X

CK 5900∙0 6100∙5 7800∙0 6933∙0

1∙875kg/hm2 7500∙0 9600∙0 6349∙5 7820∙5

3∙000kg/hm2 9900∙0 8149∙5 9000∙0 8817∙0

4∙115kg/hm2 11599∙5 15600 10450∙5 12550∙5

　　1999年高温干旱�生育期间未灌水�土壤、
大气湿度小�不适合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因此�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对产量的提高与

对照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用同样的方法对2000年的结果进行分析�结

果见表9。
表9　不同浓度的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产量

方差分析结果 （2000年）
分析项目 df F Sig

处　理 3 15∙366 0∙000

2000年生育期间灌水两次�湿度较大�用
58％甲霜灵锰锌包衣马铃薯对产量的影响在不同浓
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以4∙115kg/hm2 这一浓度
效果最好。
4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用不同浓度的58％甲霜灵锰锌包
衣马铃薯后�在春季干旱情况下对出苗率的影响与
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在土壤湿度大时�出苗率显
著提高；而包衣后对产量的影响�在干旱条件下没
有显著差异�而在降雨较多或灌水的条件下差异显
著�三种浓度均表现明显的增产效果。而且不同浓
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以4∙115kg/hm2 增产效果
最好�可以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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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ating the potato with 58％ Fubol wettable powder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mergence rate and tuber yield in dry year�but the measure could increase the yield significantly when irriga-
tions were applied to the potato field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and the best concentration was4∙115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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