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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微生物肥料的应用已经被证明是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途径�是生产绿色食品、推广绿色革命的
重要内容�目前已在很多种作物上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选择适用于
马铃薯生长的微生物肥料�不仅可以改进现有的栽
培模式�达到高产、高效、优质的目的�还是发展
生态农业�保护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为此�1999
年5月至7月�我们对4种目前有较大影响的微生
物肥料进行了对比试验。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1） “肥力高” 微生物肥料。
（2） “金必来” 牌生物钾肥王。
（3） “阿姆斯” 牌生物磷钾肥。
（4） “大中” 牌薯类专用生物有机肥。
选用的马铃薯为 “早大白” 脱毒良种�由本所

原种场提供。
2∙2　试验方法

试验地设在本所试验田�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小区面积2∙4×4＝9∙6m2�4次重复�株距0∙2m�
行距0∙6m�每小区种植4行80株�5月6日播种�
7月29日收获�中间两次铲趟�花期打1‰敌敌畏
防治瓢虫。
　收稿日期：1999－11－01

2∙3　地力情况
试验地肥力中等�壤土�耕层深度中等�地力

均等�经辽宁省农科院土肥所测定�速氮125∙58
mg／kg�速磷90∙30mg／kg�速钾185∙62mg／kg�有
机质4∙08％�pH值6∙49。
2∙4　试验处理

试验共设6个处理�试验处理1、2、3、4、6
均施加磷酸二铵与腐熟粪肥�处理5单独施用 “大
中”。各肥料均作底肥施用。详见表1。
表1　不同肥料施用方法 （单位：kg）

处 理 磷酸二铵 粪肥 肥力高 金必来 阿姆斯 大中 大中

1 0∙15 15 0∙1 － － － －
2 0∙15 15 － 0∙1 － － －
3 0∙15 15 － － 0∙1 － －
4 0∙15 15 － － － 0∙8 －
5 － － － 　 － － 0∙8

6（CK） 0∙15 15 － － － － －
　　注：“－” 为未施用该肥料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生育性状的影响

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生育期最短的为处理2�

79d�最长的为处理4与处理5�83d�株高最高
的为处理4�株高52∙5cm�最低的为处理5�株高
47∙3cm。

　　b．地膜覆盖具有一定的增产效益：地膜覆盖
马铃薯�在当地不仅有一定的增产效果�增幅在
23∙6％～36∙4％�而且提高薯块商品率3∙2％～
3∙8％�增加了商品量�还能提早成熟�提前上市
交易。

c．试验研讨了主要技术要点：一是地膜覆盖
马铃薯�播期易早不易迟�做到早铺膜�防止地温
上升�加上地膜作用�灼伤幼苗不能透土�抑制生
长�降低产量；二是做到早收获�早上市�提高商
品效益�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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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育性状调查
处 理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株高

（cm）
病毒率

（％）
成熟期

（日／月）
收获期

（日／月）
生育期

（d）
1 6／5 29／5 50∙1 0 25／7 29／7 80
2 6／5 27／5 49∙1 2∙5 24／7 29／7 79
3 6／5 29／5 46∙6 5 26／7 29／7 81
4 6／5 1／6 52∙5 0 28／7 29／7 83
5 6／5 29／5 47∙3 1∙25 28／7 29／7 83
6 6／5 28／5 47∙9 2∙5 26／5 29／7 81

3∙2　对产量性状的影响
从表3的产量结果分析上看�产量最高的是处

理4�其次为处理5�即 “大中＋二铵＋粪肥” 与
单施 “大中”�分别比对照高23∙8％与21∙8％；大
中薯率最高的为处理4�达98∙3％�其次为处理3�
即 “阿姆斯”�为95∙6％。

对结果的方差分析表明�各处理间有显著差
异�如表4所示。
表3　产量结果分析 （单位：kg）

处 理
重　　复

Ⅰ Ⅱ Ⅲ Ⅳ 总重 平均
增产

（％）
大中薯率

（％）
产量

（kg／hm2）
1 32∙2 22∙4 24∙4 26∙3 105∙3 26∙3 6∙4 91∙9 27396
2 28∙2 25∙6 26∙5 26∙8 107∙1 26∙8 8∙5 93∙1 27917
3 30∙3 26∙0 31∙5 29∙2 117∙0 29∙2 18∙2 95∙6 30416
4 35∙2 26∙1 30∙0 31∙0 122∙3 30∙6 23∙8 98∙2 31875
5 30∙3 30∙0 28∙0 32∙0 120∙3 30∙1 21∙8 95∙3 31354

6（CK） 26∙3 24∙0 25∙8 22∙6 98∙7 24∙7 － 93∙5 25729

表4　产量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F0∙05 F0∙01
区　组 3 67∙68 22∙56 5∙22 3∙29 5∙42
处　理 5 111∙30 22∙86 5∙15 2∙90 4∙56
误　差 15 64∙80 4∙32
总变异 23 243∙80

　　根据表4的结果�进一步对处理间进行新复极
差测定�结果表明：处理4、处理5与另4个处理
有显著差异�与处理6（CK） 有极显著差异�处理
3与 CK有显著差异。
3∙3　效益对比

以上试验由于施用了微生物肥料�增加了成本
投入�如果不能最终在产值上得到补偿�则没有实
际应用的价值；只有新增产值大于投入的成本�才
可能得以推广应用�故此对实际效益进行了比较�
其中商品薯按0∙80元／kg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结果表明：收益最高的是处理4�比对照增收
416∙9元／667m2�其次为处理5�增收342∙1元／
667m2�“阿姆斯” 增收279∙3元／667m2�其它两种
微肥增收效果不明显。产投比最高的是处理5�为
1∶7∙44�其次为处理4�为1∶6∙31�“阿姆斯” 列第
3位�为1∶5∙03。

表5　效　益　分　析
处 理

产量

（kg／667m2）
大中薯率

（％）
大中薯

增产（kg）
微肥资金

（元／677m2）
较对照

增收（元） 产投比

1 1826∙4 91∙9 76∙6 69∙4 7∙2 1∶0∙10
2 1861∙1 93∙1 128∙9 55∙5 73∙4 1∶1∙32
3 2027∙7 95∙6 334∙8 55∙5 279∙3 1∶5∙03
4 2125∙0 98∙2 482∙9 66∙0 416∙9 1∶6∙31
5 2090∙2 95∙3 388∙1 46∙0 342∙1 1∶7∙44

6（CK） 1715∙3 93∙5 － － － －

4　讨　论
微生物肥料是一种以微生物活动使农作物得到

特定肥料效应的制剂�与化肥、有机肥的作用机制
不完全相同�它不但起到了提供肥效的作用�也起
到了减少污染、增加地力、改善土壤的作用。本试
验将这几种微生物肥料引入到马铃薯种植中�起到
了明显的增产增效的作用�其中 “大中” 薯类专用
生物有机肥作用最为明显�不论与磷酸二铵、粪肥
共同施用�还是单独施用�效果均较好�“阿姆斯”
生物磷钾肥增产效果也较显著�相信微生物肥料如
能合理应用�会对马铃薯的增产增收起到一定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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