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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不同时期栽培对块茎大小、单株结薯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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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在海拔1900m 处的自然条件下�将鄂马铃薯3号脱毒试管苗直接进入大田土床培
育、切顶扦插繁殖�以同一密度�不同时期将土培扦插苗移栽到试验区内�生产种薯。试验结果表
明�从5月28日至6月26日移栽的土培扦插苗�5g以上块茎重量占94％以上�其中�100～150g
块茎重量占17∙67％～19∙55％�产量达1445～1803kg／667m2�处理间差异极显著。6月6日移栽的
单株结薯数平均4∙05个／株�尔后随移栽时期的延迟�单株结薯个数呈缓慢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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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为了充分利用恩施州高海拔自然冷凉气候和肥

沃疏松的土壤条件�从2000年起开展了脱毒种薯
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土培扦插苗分期移栽试验�
旨在研究高海拔自然条件下�根据马铃薯的生理特
点�利用当地无霜期�找出土培扦插苗生产5～50
g左右的标准种薯的最佳移栽时期�从而获得理想
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单株结薯个数。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以鄂马铃薯3号土培扦插苗为试材。
2∙2　方法

脱毒试管苗采用土床培育�循环切顶扦插繁
殖�土培扦插苗按试验设计�分期扦插和分期移
栽。试验共设10个处理�3次重复�随机排列�
小区面积6∙67m2�采用宽窄行种植�每小区移栽
土培扦插苗120株�各处理移栽时期：A5月28
日；B6月6日；C6月16；D6月26日；E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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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月16日；G7月26日；H8月4日；I8月14
日；J8月24日。

试验设在海拔1900m 处的恩施州太山庙马
铃薯原种场�该地年平均气温在7∙8℃�无霜期
190d 左右�年降水量1800mm�年日照百分率
26％左右�雾多湿重�雨量充沛�气候冷凉�土
壤肥沃疏松�适宜试管苗土培扦插繁殖和马铃薯
正常生长。

试验移栽前�施硫酸钾复合肥 （N∶P∶K＝15∶
15∶15） 20kg�磷肥50kg／667m2。

田间管理：苗长到15cm 时进行第一次培土�
25～30cm 时进行第二次培土�同时每次施尿素5
kg／667m2�株高55～60cm 时�喷甲霜灵加多效
唑�防治晚疫病危害和植株疯长。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时期移栽2～150g 结薯率差异显著性比
较

试验结果表明：处理间2～150g 结薯率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5～50g 块茎重量均在71∙99％～
84∙99％之间�E、F 处理�100～150g 块茎重量
占18∙26％～19∙55％�J 处理无大薯�G、H、I、
J 处理�2～5 g 以下的块茎重量占15∙09％～
23∙65％�见表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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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时期栽培2g结薯率差异显著性比较
处　理

结薯率 （％）
Ⅰ Ⅱ Ⅲ 平均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J 23∙55 23∙66 23∙74 23∙65 a A
I 20∙04 19∙93 20∙06 20∙01 b B
G 15∙45 15∙30 15∙54 15∙43 C B
H 15∙08 15∙04 15∙15 15∙09 C C
A 5∙93 6∙02 5∙90 5∙95 D C
B 4∙90 5∙00 5∙40 5∙10 E D
C 4∙44 4∙34 4∙48 4∙42 F E
D 2∙39 2∙28 2∙44 2∙37 G F
F 1∙81 1∙75 1∙84 1∙80 H G
E 1∙12 1604 1∙14 1∙10 I H

　　注：SE＝0∙1

表2　不同时期栽培5～50g结薯率差异显著性比较
处　理

结薯率 （％）
Ⅰ Ⅱ Ⅲ 平均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A 85∙14 84∙88 84∙95 84∙99 a A
B 84∙27 84∙12 84∙05 84∙15 b B
C 81∙94 81∙75 80∙89 81∙53 c C
D 80∙07 80∙10 71∙75 79∙96 d D
F 79∙88 79∙76 79∙65 79∙76 d D
E 79∙55 79∙35 79∙14 79∙35 e E
I 76∙36 76∙46 76∙24 76∙35 f F
J 76∙43 76∙34 76∙21 76∙32 f F
H 72∙97 72∙79 72∙85 72∙87 g G
G 72∙01 72∙09 71∙87 71∙99 h H

　　注：SE＝0∙1

表3　不同时期栽培100～150g结薯率差异显
著性比较

处　理
结薯率 （％）

Ⅰ Ⅱ Ⅲ 平均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E 19∙66 19∙52 19∙48 19∙55 a A
F 18∙31 18∙27 18∙20 18∙26 b B
D 17∙76 17∙69 17∙55 17∙67 c C
C 14∙14 14∙07 13∙95 14∙05 d D
G 12∙65 12∙57 10∙51 12∙58 e E
H 12∙12 12∙03 11∙97 12∙04 e E
B 10∙83 10∙75 10∙68 10∙75 f F
A 9∙15 9∙05 8∙97 9∙06 g G
I 3∙70 3∙64 3∙59 3∙64 h H
J 0 0 0 0 i I

　　注：SE＝0∙2

3∙2　不同时期移栽产量差异显著性比较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移栽的产量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B、C 处理产量为1723kg、1803kg／
667m2�与其它处理差异达极显著�见表4。

表4　不同时期栽培产量差异显著性比较
（小区面积：6∙67m2）

处　理
小区产量 （kg）

Ⅰ Ⅱ Ⅲ 平均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C 18∙00 18∙21 17∙88 18∙03 a A
B 17∙23 17∙14 17∙32 17∙23 a A
A 15∙58 15∙46 15∙41 15∙48 b B
D 14∙43 14∙55 14∙38 14∙45 c B
E 13∙23 13∙13 13∙26 13∙21 d BC
F 11∙78 11∙84 11∙74 11∙78 e C
G 10∙78 10∙52 10∙59 10∙63 f CD
H 10∙40 10∙52 10∙35 10∙42 f CD
I 8∙71 8∙75 8∙84 8∙76 g E
J 2∙56 2∙49 2∙52 2∙52 h F

　　注：SE＝0∙06
3∙3　不同时期移栽的单株结薯个数差异显著性比
较

试验结果表明：处理间单株结薯个数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A、C 差异不显著�B 与 A、C 差异极
显著。E、F、G、H处理随移栽时间的延迟�单株
结薯个数呈缓慢下降趋势�见表5。
表5　不同时期栽培单株结薯个数差异显著性比较
处　理

单株结薯 （个）
Ⅰ Ⅱ Ⅲ 平均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B 4∙00 4∙10 4∙05 4∙05 a A
A 2∙80 2∙86 2∙90 2∙85 b B
C 2∙70 2∙66 2∙68 2∙68 b B
D 2∙30 2∙26 2∙28 2∙28 c C
E 2∙20 2∙00 1∙80 2∙00 d D
F 2∙00 2∙05 1∙90 1∙98 d D
G 1∙95 1∙90 1∙85 1∙90 d D
H 1∙85 1∙79 1∙80 1∙81 d D
I 1∙70 1∙62 1∙65 1∙64 de DE
J 1∙45 1∙40 1∙38 1∙41 f F

　　注：SE＝0∙06

·280· 中国马铃薯�第16卷�第5期�2002



乌盟地区马铃薯晚疫病滋生和蔓延的

气象条件分析及预报模式的建立

陈素华1�侯　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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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了乌盟地区马铃薯晚疫病流行与气象条件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乌盟地区马铃薯晚疫
病流行概率预报模式�并通过对7月份降水条件的分析和发生程度做出预报�拟合和试报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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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晚疫病是一种广泛传播的真菌病�任何

品种都可能被侵染�并在全球范围绝大多数栽培马
铃薯的冷凉地区广泛传播�由于其危害的严重性�
自90年代以后国际上很多科学家从遗传工程的角
度对马铃薯抗晚疫病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
进展�但是晚疫病的发生和流行问题仍未解决�而
做好预报和预防工作是目前减少损失切实可行的办

法。
乌盟地区是内蒙古自治区马铃薯的集中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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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全国重要种薯生产基地。据乌盟植保站的调查
资料分析�60年代至80年代乌盟地区马铃薯晚疫
病偶有发生�对当地马铃薯种植基本没有构成影
响�进入90年代�随着马铃薯区域化和规模化的
发展�晚疫病普遍发生�危害呈上升趋势�成为影
响乌盟地区马铃薯产量、品质和商品率降低的重要
原因之一。
2　影响马铃薯晚疫病发生与流行的因素

据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专家对我国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规律的研究表明�春天播种的越
冬病薯是当年晚疫病病原的初始侵染源［1］。病薯
播种后多数都会在土壤中腐烂�少数病薯发芽后形
成病苗�在以后的生长中�如遇到适宜的环境条件�
病菌才能继续发展�并在病斑上产生孢子囊�使叶片

4　结论与讨论
a．从试验结果分析�5月28日至6月26日

移栽的土培扦插苗�5～150g 块茎重量占94％以
上�产量水平在1445～1803kg之间�单株结薯个
数在2～4∙05个范围之内。在6月份以后移栽的土
培扦插苗�其产量及单株结薯个数呈缓慢下降的趋
势。试验结果表明：在海拔1900m 处以上的地区�
土培扦插苗�在6月份以内移栽为最佳时期。

b．根据试验结果分析�试验在未施有机肥的
条件下�最佳时期移栽的土培扦插苗�产量水平

可达1803kg�单株结薯在4个以上。若进入大
田生产�在最佳时期栽培�适当增施有机肥�还
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单株结薯个数。至于增施
有机肥的用量和增产潜力�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和探讨。

c．根据高海拔自然气候特点�在两年的试验
中�生产5～50g大小的标准种薯�可充分利用无
霜期及前期低温季节�适时掌握试管苗土床培育和
土培切顶扦插繁殖的时间�直到土培扦插苗下大田
后能正常生长发有和块茎正常成熟收获�从而达到
试管苗下大田的最佳繁殖系数和最佳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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