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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夏播生产优质实生种薯的研究

—夏播 丁尸�生产实生种薯

隋启君 姜兴亚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农科所 扎兰电 �������

摘 要

本文是利 用 ���夏播生产优质 实生种薯的初步研究结果
，

它 由种薯大小试

验
、

实生苗密度试验
，

夏播 ���生产实生种薯试验三部分组成
�

这三个试验是在

����一 ����年进行的
。

试脸揭示 了种薯大小与后代生长发育的关系
，

认为 �� 以上

的小整薯均可直接播于大田生产实生种薯
，

土壤肥力和实生苗密度是影响夏播生产

实生种薯的主要因素
，

土壤肥力更重要
�

实生苗的定植密度应 大于 �加 株 ���
�

初步证明
，

利用 ���夏播生产实生种薯是可行的
。

关键词 实生种薯
，

夏播
，

土壤肥力
，

密度

前
一谷

�

曰

密度夏播 ���生产实生种薯
，

并将实生种

薯用于生产
�

随着优良 ���的育出和利用
，

实生薯

及其后代的生产面积正逐年扩大
，

种植区域

也由四川
、

云南扩展到全 国各地
。

目前

仰�的主要利用方式是 � 春播 ���
，

秋收

实生薯留做下年的种薯
，

增产增收效益产生

在无性繁殖 �一�代
�

虽然 ���本身具有汰

除病毒作用
，

但由于实生薯生产处于自然条

件下
，

极易受到各种病毒
，

特别是卷叶病毒

的侵染
，

导致种薯质量下降
�

据报道 �” ，

有翅蚜虫迁飞高峰在哈尔

滨地区为 �月中旬
，

高峰一过
，

有翅蚜的数

量急剧减少
�

�月初
，

不仅蚜虫的数量少
，

有翅蚜造成的病毒扩散也很少 〔�〕 �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
���� 年以来我们

在所内做了一系列试验
，

探索在东北地区高

� 材料与方法

��� 种薯大小试验

�
�

�
�

� 试验材料

����年大田生产的呼 ��实生种薯
�

�
�

�
�

� 试验方法

把 �����的小整薯按大小分成六个等

级
，

每个等级取大小一致的小整薯 �� 个
，

称重后计算出每个级别的平均块茎重
，

代表

块茎大小的六个级别� 另在 �����小整薯中

随机抽取 �� 个小薯
，

以同样方法计算出平

均块茎重
，

代表 �����小整薯的整体水平
�

这七个处理按完全随机设计排列
，

二次重

复
，

每个小区播 ��块
，

整薯播种
，

小区面

积 ���� ����年 �月 �日种植在我所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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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试验田为沙壤土
，

含有较多河卵石
，

前

茬为马铃薯
，

不施任何肥料
，

不浇水
，

三铲

三趟
�

现蕾期调查出苗株数
，

早霜冻死后收

获
，

调查块茎产量
�

��� 实生苗密度试验

���
�

� 试验材料

呼 ��
实生种子

。

����� 试验方法

����年 �月 �� 日塑料小拱棚育苗
，
�

月 ��日坐水移栽
。

定植密度有 �个水平 �

��株 �小区
、

���株 �小区
、

���株 �小区

和 ���株 �小 区
，

即 ��株 ���
、

��株

���
、

��株 ���和 ���株 ��
�
�

小区面积

为 �
�

���
。

小 区 内实生苗行距均为 ����
，

株距随密度增加而减小
，

试验小区按密度由

小向大顺序排列
，

不设重复
，

土壤肥力中等

偏上
，

不施任何肥料
，

移栽后及时拔除杂

草
，

根据需求灌 �次水
。

早霜冻死地上植株

后 收获
，

调查地下 经济性状
，

包括产量

���，

块茎数 ���，

重 �块茎及不同大小

块茎个数等
。

��� 夏播 ���生产实生种薯试验

���
�

� 试验材料

呼 �，实生种子
。

����� 试验方法

���� 年 �月 �� 日在 �个育苗床内以撒

播形式播种
，

播种密度为 ��� 粒 ��
�

。

苗床

面积为 ����，

床土由 �份黑壤土与一份腐熟

鸡粪混合构成
�

整个生育期间苗床上都扣着

网纱
，

以防蚜虫传毒
。

�月 �一�日
，

实生苗

达 �一 �片叶时
，

进行疏苗
，

初霜后收获考

种
�

疏掉的苗坐水移栽到大田试验地
，

试验

地为沙壤土
，

土壤总体肥力较低
，

且肥力由

北向南急剧下降
。

试验地为东西垄向
，

每一

条垄为一个试验小区
，

小区面积 ���，

每小

区定植 ��� 株
，

共计 �� 个小区
。

移栽后不

追肥
、

灌水
，

也不铲趟
�

为了防治晚疫病
，

从 �月 �� 日起两处实生苗每周喷一次 ���

倍瑞毒霉
，

直至初霜收获
�

苗床部分选 �个

密度差异最大的苗床详细调查单位面积产

量
、

结薯数及其它产量构成因素� 露地部分

每隔 �个小区调查 �个小区的结薯情况以便

小区间有较大的土壤肥力差异
。

� 结果与分析

�� 种薯大小试验

门福义等 ‘�一 �，证实
，

整薯播种优于切

块
，

春旱严重的年份和地区尤其显著
�

就整

薯播种来说
，

薯块越大
，

产量越高
，

但用种

量也高
，

投人也大
，

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
，

整薯大小在 �� 克左右为宜
。

然而
，

利用实

生苗高密度繁殖的实生薯一般在 �� 克 以

下
，

了解 �� 克以下小种薯的生产适应能力

就非常必要 了
。

表 �表明
，

重量在 �
�

�一

��
�

�克之间的小整薯播种时
，

随着薯块的

表 � 种薯大小对马铃薯生长发育的影响

块茎大小

�克�块�

出苗期

�口�月�

出苗率

���

小区产量

����

，‘�︸矛��了
�

飞曰
���

…
�
�‘�﹃、︸孟呼，‘‘�，���

�盛
����且‘�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

���

���

���

���

����

����

����

�
�

�

��
�

�

�
�

�

减小
，

出苗期逐渐推迟
，

表现出显著差异
，

而出苗率却没有显著差异
，

只有 �
�

�克的薯

块 出苗率为 ���
，

显示对环境的不适应
�

产量随播种薯块的减小而降低
，

在 �
�

�一

��
�

�克之间降低不显著
，
���克以下

，

产量

显著降低
�

这表明
，
���一��

�

�克的薯块整

薯播种时
，

出苗整齐一致
，

产量接近
，

差异

不显著
，

适于在大田直接生产商品薯
，

当然

也可生产种薯� �
�

�一 �
�

�克的薯块后代出苗

整齐
，

出苗率在 ��� 以上
，

产量稍低
，

可

用于大 田生产种薯
。

�
�

�克的块茎表现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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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迟
、

出苗率低
，

产量也低
，

不能直接播于

大田
，

需在保护地上应用
�

��� 实生苗密度试验

随着实生苗密度的提高
，

单株结薯数和

块茎大小都相应下降
，

单位面积结薯数相应

增加
�

单位面积产量却不随密度不同而显著

变化
�

表 � 实生苗密度对实生薯产量及其

构成因素的影响

实生答性状

���一���

实生苗密

度�株

数�。 勺

块 茎

数���

块 茎

数�株

重 �块茎 产量��
�

����

�矛������口�
�

��八

�
叮�

�甘��口�

�
�

�

��

�
�

�

�
�

�

����������”�����

表 �表明
，

在中等肥力土壤上定植实生

苗密度增加一倍
，

块茎数 ���
增加 ���

，

重 �块茎降低 ���
�

因此
，

提高实生苗定

植密度仍为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和块茎数的主

要途径
。

表 � 实生苗密度与不同大小块茎的

比例关系
�

实生苗
一

实生薯块茎数��
�

�� 夏播 ���生产实生种薯试验

密度影响着利用实生苗生产种薯的数量

和块茎大小比例，’ 而土壤肥力不仅影响利用

实生苗生产实生种薯的数量
，

还影响它的产

量
。

在实生苗密度相同 �见表 �低肥区�的

�个处理中
，

随着肥力水平的下降
，

实生薯

的产量 �������依次较大幅度下降
，

块

茎数 ���
、

块茎数 �株和块茎重也在一定

程度上有所下降
�

高肥区处理 �的密度是低

肥区各处理的两倍
，

实生薯产量却比低肥区

各处理的平均值高 �
�

�倍
，

块茎数��
�、

块

茎数 �株
、

克 �块茎分别比低肥区各处理的

平均值高出 �
�

�
、

�
�

�
、

���倍
�

再看高肥区

处理 �
，

实生苗密度是低肥区各处理平均值

的 �
�

�倍
，

二者实生薯的块茎数 �株和克 �

块茎无明显差别
，

这说明土壤肥力是实生薯

生产的重要限制因子
�

表 � 土壤肥力和实生苗密度对实生

薯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实生苗 实生薯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肥力水平 密度 产量 块茎 块茎 克�块

�株�����������数 ���
数�株 茎

高肥区

�苗床部分�

低肥区

�� �
�

�� ���

��� �
�

�� ���

，‘一矛���，、︸
�

…
，�‘、�︸�一�密度

陈 ����

卜 �� �一 。� �
介

��� � ��� 合计

肥力递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表明
，

随着密度增大
，

较大块茎

�� ����减少
，

中等块茎数 ���一 ����稳

定
，

小块茎 �� ����特别是 �一�� 的块茎

数急剧增加
�

�克以上块茎与 �� 克以上块

茎均为合格种薯
，

很显然
，

在 ��一 ��� 株

���之间
，

实生苗密度越高薯块越小
，
�

克以上合格块茎的绝对数量越多
，

种薯的生

产效率越高
。

因此利用实生种苗生产实生种

薯时
，

定植密度最好不低于 ��� 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
︸

�
︸
���曰，‘，‘��������二�����

︸�������矛�
﹃

�内���������
���，

值得说明的是
，

本试验实生种子的播期

是 �月 �� 日
，

移栽定植期是 �月 �� � 日
，

�月 �� 日即被早霜冻死
，

实生苗的整个生

育期仅为 �� 天
�

在这短短的 �� 天
，

无论高

肥区处理还是低肥区处理实生种薯都获得了

一定产量和数量
，

特别是高肥区处理
，

虽然

实生苗生育期比密度试验部分短一个月
，

产

量反比密度试验部分高出近一倍
，

其它产量

构成因素基本一致
。

因此
，

只要肥力
，

密度

掌握好
，

夏播实生苗与春播实生苗一样能获

得令人满意的产量和数量
。

利用夏播实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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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种薯
，

既能保证质量和数量
，

又可避免

农民浪费实生种子
，

是 目前马铃薯实生种子

利用的有效途径
，

值得大力提倡
。

� 讨 论

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密度和土壤肥力对种薯

生产的影响
，

筛选出最佳栽培方法
、

获得更

高产量
。

再则
，

我们还应研究在北方一作区

利用 ���一年生产两茬以至 四茬实生种

薯
，

以确保优良实生种子的迅速推广
�

上述三个试验初步证明
，

土壤肥力和实

生苗的种植密度都与利用 ���生产种薯有

密切关系
�

夏播实生苗能够生产实生种薯
，

特别是在土壤肥力高
、

种植密度大 �� ���

株 ���
�的情况下

，

实生种薯的产量和数

量相当可观
�

然而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

还需证明避开

有翅蚜虫侵染的夏播实生种薯显著优于露地

常规 实生 种 薯
。

此外
，

据 ��� 的 � �

�������� 报道
，

他们利用 ���生产实生种

薯的产量和数量远高于我们的试验结果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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