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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脱毒马铃薯生产技术是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设

施农业�脱毒后的种薯�在继代繁殖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重新感染病毒�逐年积累加重�最后完全失
去使用价值�加之生产用种单个重量大�在生产上
需大调大运�造成了运费高、易感病的后果。而种
薯微型化�能较好的控制病原菌的侵染�且易于贮
藏运输�因而是马铃薯种薯生产发展的趋势。为探
讨生产用种的最佳种薯大小�特进行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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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处理

本试验设 A：5～10 g�B：20～25 g�C：
45～50g三个处理。
2∙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在南昌市农科所试验地�采用随机区
组设计�3次重复�3行区�行长10 m�株距
60cm�行距16∙7cm�小区包沟面积20m2。
2∙3　试验条件

供试品种为脱毒薯中薯3号�二级原种�由
农科所大棚春种繁殖�自然通过休眠�50g 种薯
进行一次掰芽后�催芽播种。9月15日播种�沟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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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地前作为花生�土壤肥力中等�属冲积沙
壤�播种前沟施 （N∶P∶K＝9∶4∶12） 有机无机复
合肥100kg／667m2�生物有机肥 “益植宝” 33∙5
kg／667m2�其它管理同大田。
2∙4　测定方法

收获前�采用5点梅花取样�每点取样2株共
10株�测定生育性状和产量性状。
2∙5　分析方法

对产量采用方差分析方法�显著性测定用新复
极差 （LSR） 法测定�生育性状和产量性状采用简
单比较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产量结果

分析结果表明�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标准�
20～25 g 种薯产量极显著高于其它两种种薯�
45～50g种薯产量极显著高于5～10g种薯。由此
说明�以20～25g 种薯用于生产产量最高。45～
50g由于掰芽后易感染 （切块也如此）�缺苗较严
重�影响产量 （见表1）。

表1　不同种薯对产量的影响
处理

产量 （kg／667m2）
Ⅰ Ⅱ Ⅲ X

差异显著性

5％ 1％
B 1306∙7 1303∙4 1306∙7 1305∙6 a A
C 1103∙4 1063∙4 876∙7 1047∙8 b B
A 706∙7 783∙4 720∙0 736∙7 c C

　　注：表内数据为1999年秋种结果�F＝68∙76�SE＝35∙1。

3∙2　生育期

表2　不同种薯对马铃薯生育期调查
处　理

出苗期

（日／月）
封行日期

（日／月）
出苗至封行所需

时间 （d）
成熟期

（日／月）
C 25／9 3／11 38 15／12
B 26／9 1／11 35 15／12
A 3／10 15／11 42 20／12

由表2可以看出�处理B从出苗到冠层覆盖率
达100％�所需时间最短为35 d�其次是 C 为
38d�处理 A最长为42d�处理 B、C 成熟期无差

异�处理 A较其它处理要晚5d。由此说明处理 A
种薯小�营养相对较差�出苗受影响�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植株生长�而处理 C 由于种薯在掰芽时�
受病菌侵染�缺苗较严重。
3∙3　马铃薯主要植株性状与块茎性状

表3　不同处理马铃薯主要植株及块茎性状
处　理

植株性状

株高 （cm） 茎粗 （cm）
大种薯率

（％）
B 44∙8 1∙07 87∙8
C 43∙5 1∙14 85∙1
A 33∙4 0∙8 81∙6

从表3得出： （1） 处理 B 和 C 植株长势相差
不大�但以 B 处理为好�处理 A 植株长势明显劣
于其它两处理。株高 B＞C＞A�分别为44∙8cm、
53∙5cm 和33∙4 cm�茎粗 C ＞B＞A�分别为
1∙14cm、1∙07cm 和0∙8cm；（2） 大中比率 B＞C
＞A分别为87∙8％、85∙1％和81∙6％�由此说明�
种薯＞20g植株长势旺�商品薯率高。
4　小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在参试的三种重量的种薯中�以
20～25g 的种薯出苗整齐�单产最高�商品率最
好。

a．20～25g 的种薯�由于没有切块�是整薯
播种�可避免病毒病和细菌的侵染�田间出苗齐�
结薯比较早�生长的薯块整齐�商品率高。

b．20～25g的种薯营养适中�可满足植株生
长的需要�有利于植株的旺盛生长�为块茎的膨大
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有利于块茎生长。

c．5～10g的种薯由于种薯营养差�不能满足
植株生长的需要�致使出苗缓慢�植株长势差�块
茎小�商品率低。

d．45～50g的种薯�由于在掰芽过程中受细
菌的侵染�加之高温部分种薯霉烂�缺苗严重�导
致产量下降。

e．南昌地区秋种马铃薯�采用20～25g 的种
薯催芽整薯播种�可获得较高产量和收益。5～
10g的种薯适宜秋繁�但宜加大密度�以50cm×
15cm 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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