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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马铃薯极早熟品种
“

东农 ���
”

脱毒种薯为试验材料
，

将种薯分成���

士���和���土 ���两组
，

分别按 �个密度进行种植 �行距均为 �� ��
，

株距分别为

����
、

����
、 ，，

�

�
、

���� 和 ���� ���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哈尔滨的 自然条件下
，

马

铃薯块茎产量和单位面积块茎数 目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大而增加
，

单个块茎重量则随

着密度的增加 而减少
�

大种薯 ��� 士 ���播种可以获得较高的块茎产量
�

在本试验

中
，

种薯重量为��� 士 ���
、

株距为 ���� 和 ���� �� 时
，

获得 了较高的块茎产量和

较多的块茎数
�

通过对植株地上部鲜重和叶面积指数变化的分析
，

表明高密度群体

具有发育快
、

生长旺盛的特点
。

关键词 东农 ���
，

种薯生产
，

种薯大小
，

种植密度

前
�
�一

育

马铃薯在其生产过程中
，

是以块茎为繁

殖器官的无性繁殖作物
，

因此极易导致马铃

薯致病病毒在块茎内积累
，

引起种性退化
�

为了解决马铃薯种性退化而导致的马铃薯产

量大幅度下降的问题
，

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了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的研究
�

我国 自

�� 年代末开始研究马铃薯脱毒薯生产技术

并相继在全国推广应用
，

为提高马铃薯的生

产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 〕 �

实践表

明
，

利用马铃薯脱毒种薯进行马铃薯生产
，

是提高马铃薯生产水平的关键措施
。

近 �� 年来
，

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和利

用在我国发展很快
，

特别是在中原及其以南

的马铃薯种植区
，
已经大量应用脱毒马铃薯

种薯进行商品生产
�

脱毒种薯的大量应用也

促进了马铃薯种薯生产的发展
�

黑龙江省气

候冷凉
，

土质肥沃
，

夏季降雨集中
，

昼夜温

差大
，

属于我国马铃薯轻退化区 ②
�

优越

的自然资源条件使黑龙江省自然形成了我国

马铃薯种薯生产的重要基地、 特别是 自��

年代中期以来
，

随着脱毒马铃薯种薯的推广

利用
，

生产高质量的马铃薯脱毒种薯已经成

为黑龙江省种薯生产的主要任务
�

但是
，

长期以来我省生产马铃薯种薯仍

然采用常规的马铃薯生产技术
，

只是在生物

学质量方面有所考虑
，

对脱毒马铃薯种薯的

商品质量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马铃薯种

薯的商品质量主要包括块茎的大小
、

块茎均

匀度
、

外观
、

净度和品种包装等等
。

在种子

市场快速发展的今天
，

如果不重视种薯的商

品质量
， ·

则会很快失去种薯生产的优势
，

同



�
���

·
马铃薯杂志

�

第 �� 卷
�

第 �期
�

�，�

时给我国的马铃薯生产带来不良影响
�

为了

尽快在我省形成标准化的马铃薯种薯生产技

术体系
，

向全国提供优质马铃薯种薯
，

有必

要开展马铃薯种薯生产技术体系的研究
�

本

项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马铃薯不同种植密

度的群体研究
，

探索马铃薯种薯生产的技术

参数
，

找出影响种薯商品质量的限制因子
，

为进一步研究马铃薯种薯生产技术标准化体

系提供依据
�

面积指数测定同步进行
�

全部试验在东北农业大学农学试验站

�哈尔滨香坊�进行
�

� 结果与分析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

东农 ���
”

脱毒种薯
，

由东北农业大学

马铃薯研究室提供
�

种薯按重量分为两个级

别� ���士 一。��和���士 ����
。

��� 方法

���
�

� 试验处理 设置 �个种植密度 � 行

距 均 为 ����
，

株 距 分 别 为 ��
�

���
，

����
，
��

�

���
，
���� 和 ��

�

���
。

处理组合如下 �

�
�

� 种植密度对种薯产里的影晌

本项试验的统计结果表明
，

种植密度对

种薯产量有显著影响 �见表 ��
�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大
，

种薯的产量也随

之增加
�

多重比较的结果 �见表 �� 表明
，

表 � 产量的变异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值

飞︸，‘飞︸�矛��矛

…
���

� �
�

��

� �
�

��

��
��肠

�
�

��

�
�

��

理度薯作处密种互

不 同密度处理产量差异多重比较

��������
�产自�
�且�﹃、�

�

…
�����︸�口飞︸，��︸，乙�里

�

产量 差异显著性

���� �� ��

��
�

� 皿 �

白、一︸、�，��乙�，‘��

种薯大小饱� 株距����

��土 �

处理代号

��
�

�

�

��
�

�

�

��土 �

处理代号

��
�

� ��
�

� ��
�

�

� � �

����� 试验设计 为 �因素随机 区组设

计
，

重复 �次
。

试验小区行长 ��
，
�行

区
，

小区面积 �� ��
。

每小区的 �� 区为取

样区
，
�� 区为测产区

。

����� 调 查性状及标 准 ① 生 育期 � 播

种
、

出苗
、

现蕾
、

开花和收获
，

出苗
、

现蕾

和开花均以植株的 ���为标准
。

②叶而积指
数� 采用重量法测定

，

出苗后每 �� �测定

一次
�

每次每小区取样 �株
�

③植株鲜重 �

测定时间和取样数量均与叶面积指数测量相

同
� ④干物质积累� 采用烘干法测定

，

与叶

在本试验中
，

株距为 ���� ��
、

���� �� 和

��
�

��� 水平的 �个密度处理之间差异不

大
，

这 �个处理可以称做高密度处理
�

而株

距为 ��
�

��� 和 ��
�

��� 的 �个处理之间也

没表现出显著差异
，

可以称这 �个处理为低

密度处理
�

但是
，

高密度处理与低密度处理

之间却有着显著差异
�

图 �表明
，

在种植密

度增加时
，

种薯的产量也表现出增加的趋

势
。

但在株距为 ��
�

��� 时
，

种薯产量略有

下降
，

这可能是因为在密度较高时
，

群体配

置不合理
，

群体的肠卜面积增长过快
，

相互遮

阴
，

影响通风透光
，

降低光合作用效率而导

致 产 量 下 降
�

本试 验 中
，

只有 密度 为

��
�

��� 这一水平表现出较高的种薯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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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株跟

��
�

�

����

︸卜

︸�

︸�

�︼

�
﹄︸，�﹄�

���，�������‘，，�，

����心乃心

川和����

处理

图 � 不同处理小 区块茎产量分布 图 � 不同密度处理小 区块茎数

�� 种植密度对种薯块茎大小的影响

从图 �可以看出
，

高密度群体的小区块

茎数明显高于低密度群体
，

这表明增加种植

密度是获得更多小块茎的有效途径
�

他人的

研究结果也表明
，

随着群体密度的增加
，

小

块茎的数量及其比例也随之增加
，

其结果是

导致块茎平均重量降低
�

这个结果也说明
，

单位面积上的块茎数是影响块茎大小的主要

因素 ���
�

在本试验中
，

小区块茎数最多的

处理是株距为 ��
�

��� 和 ��
�

��� 密度水

平
�

恰好在这个处理水平也表现出产量最

高
，

这说明获得较多的块茎数和获得较高的

块茎产量是一致的
�

�� 种植密度对植株个体发育的影响

植株个体发育状况是影响种薯生产的重

要因素
，

因此在本试验中我们考察了不同处

理之间
，

植株个体的发育差异
�

结果表明
，

在不同的处理之间
，

植株的鲜重增长速率和

叶面积指数增长速率也表现出相应的差别
。

���
�

� 小种薯��� 士 ���不 同密度处理条件

下
，

植株鲜重的变化趋势

在马铃薯生育前期
，

各处理之间没表现

出明显差异 �见图 ��
�

生育中期 �播种后

�� �� 开始表现出各处理之间的差异
，

株距

��
�

��� 的处理表现出鲜重增长最快
，

株距

��
�

��� 的处理略低一些
，

但是这两个处理

的鲜重增长速率明显高于其它 �个处理
�

在

群体发育的中后期
，

株距 ������ 处理的植

株鲜重明显高于其它处理
�

����� 大种薯��� 士 ��� 不 同密度处理条件

下
，

植株鲜重的变化趋势

如图 �所示
，

在大种薯作种的条件下
，

不同密度处理之间
，

植株鲜重的变化趋势与

小种薯作种时所表现的趋势基本相同
，

仍然

是以株距 ��
�

��� 的密度表现出较高的鲜重

增长速率
�

这表明马铃薯的个体发育与群体

的关系十分密切
，

适宜的群体环境有利于个

体的充分发育
，

这
一

可能与植株群体构成的小

环境有关
�

�
�

�
�

� 叶面积指数的变化趋势

从图 �和图 �可以看出
，

无论是大种薯

还是小种薯
，

高密度群体的叶面积指数一开

始就表现出较大的数值和较快的增长速度
。

这 也反映出叶而积指数与产量形成的关系
，

叶而积指数大
，

特别是在生育中期
，

这样的

群体获得的块茎产量也是较高的
，

如株距为

��
�

��� 的密度处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从木试验来看
，

在哈尔滨地 区进行
“

东农

���
”

种薯生产时
，

其群体的叶面积指数在生

育中期应达到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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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鲜重���

播种至出苗日数���

�� ��

播种至出苗日数���

图 � 小种薯不 同密度处理的植株鲜重变化 图 � 大种薯不 同密度处理的植株鲜重变化

���面积指数叫面积指数

图 � 小种薯不 同密度处理叶面积指数变化

�� 种薯块茎大小对种薯产量的影响

在相同的密度处理条件下
，

大种薯的处

理均表现出较高的种薯产量 �见图 ��
。

这

表明在哈尔滨春旱较严重的自然条件下
，

适

宜的块茎体积也是获得种薯产量高的制约条

件
�

本试验仅进行了两个级别的试验
，

尚不

能确定最适宜的种薯大小
，

有关这方而的问

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

� 讨 论

�
�

� 种薯生产与商品薯生产的差异

长期以来
，

在大多数马铃薯产区
，

种薯

生产与商品薯生产的技术环节基本相同
，

种

薯生产的效益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

种薯生

产的主要 目的是提高繁殖系数
，

因此在其生

产过程中必须以提高繁殖系数为中心来设计

技术规程
�

商品马铃薯生产的目的是获得最

播种至出苗 日数���

图 � 大种薯不同密度处理叶面积指数变化

大块茎产量和商品率
，

在商品马铃薯的生产

技术中
，

一切措施的中心都是围绕提高马铃

薯的块茎产量和单个块茎重量
�

另外
，

种薯

和商品薯的一般要求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

种

薯要求体积适中
，

一般在 ��一 �� �
，

且均

匀一致 �
·

而商品薯则要求较大的块茎体积
，

大都要求在 �� � 以上
，

否则就无商品价

值
�

总之
，

无论是在田间生产的技术环节
，

还是在收获
、

贮藏等技术环节方面
，

二者之

间确实存在着较大差异
。

种薯生产技术是伴

随着脱毒种薯推广利用
、

种薯生产专门化的

出现而提出的
，

尚有许多技术问题有待进一

步研究和探讨
�

��� 利用密度控制块茎大小的效果

种薯生产技术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控制

块茎的大小
�

根据马铃薯的生长习性和他人

的研究实践 ③ ，

利用种植密度来控制块茎

的生长发育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本试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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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采用密度因子作为控制块茎大小

的唯一方法
�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以种植

密度来控制块茎的大小是有效的
，

但是如何

获得较理想的控制效果和产量
，

还要根据不

同的品种
、

不同的土壤环境
、

气候条件以及

耕作制度等因素
，

找出最佳的技术组合
�

��� 种薯块茎大小对产量的影响

在本试验中
，

对种薯按两个级别进行了

试验研究
，

结果表明大种薯 ��� ��表现出

较高的产量
�

这说明在哈尔滨的自然条件

下
，

由于春早的原因
，

采用较大的种薯还是

必要的
，

尽管有报道说
，

在条件适宜时
，

种

薯的大小对产量影响不大
�

但在进行种薯繁

殖时
，

由于要求的是较高的繁殖系数
，

对产

量的要求不一定过分追求
，

只要在合格种薯

生产 �用于批量销售�这一环节注意产量的

提高
，

就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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