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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马铃薯栽培面积达

���万公顷左右
，

占全国的 ��� 以上
。

由于该

地区多系高原或山地
，

地形复杂
，

气候垂直

变化明显
，

马铃薯栽培属于一
、

二季混作区
。

对于一季种和二季种在植株性状和产量上的

变化规律尚无研究报道
，

为此我们对一
、

二季

种进行比较研究
，

找出一
、

二季种在植株性状

和产量上的变化规律
，

为本地 区选育适宜的

品种和高产栽培模式提供基础依据
。

块茎置于冷凉地方 �海拔 �以卫�米�越夏并冬

贮作翌年春播�即一季种�
，

另一部分就地越

夏到 �月初进行秋播
，
�� 月底收获冬贮作翌

年春播�即二季种�
。

试验在本所梁平工作站

进行
，

海拔 ��� 米
，

随机 区组设计
，

重复 �

次
，

小区面积 ���� 米
�，

每小 区种 �� 窝
，

每窝

播 �� 克左右整薯 �个
，
�月 � 日播种

，

一
、

二

季种分别于 �月 �� 日和 �月 �� 日收获
，

田
‘

间管理同大田生产
。

每小区定 �� 窝调查基

本茎数
、

幼苗长势
，

出苗后 �� 天测冠层覆盖

度
、

株高
、

茎粗
、

结薯数
、

块茎产量
，

并进行块

茎分级
，

最后进行比较分析
。 ‘

� 材料和方法 � 结果与分析

��� 试验材料

选用四川省马铃薯区试参试的 �个品种

�系�作 为试验 材 料
，

其 中 � 一 �
、

�� 一�
、

�� 一�� 是国际马铃薯 中心 ����� 资源 的杂

交后代品系
，

���一 �� 和 ��� 一 �是品种间杂

交品系
，

川芋 �� 是选育出的新品种
，

米拉是

西南地区广泛栽培的品种
，

参试材料具有广

泛的遗传基础
。

��� 试验方法

将 ���� 年度区试于 �月收获后
，

一部分

中
四川省农牧厅资助项 目部分内容

��� 一
、

二季种苗期
、

基本茎数
、

苗势的变化

试验结果见表 �
。

从表 �看 出
，

同季种

的出苗期基本一致
，

一季种于 �月 �� 日左右

出苗
，

二季种于 �月 � 日左右出苗
。

但二者

相 比
，

二季种推迟出苗 �� 天左右
，

这是 由于

一季种的种薯经过较长时间贮藏
，

种薯早 已

通过休眠
，

播种时已有很长的芽
，

而二季种的

种薯贮藏时间较短
，

其间温度较低
，

播种时

种薯 尚未通 过休 眠
，

因而 二季种的 出苗 推

迟
�

从每窝基本茎数上看
，

一季种的基本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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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一
、

二季种出苗期
、

苗势
、

基本茎数的比较 表 � 一
、

二季种冠及度
、

株高
、

茎粗的比较

品种
出苗期 �日�月�基本茎�个�窝�幼苗长势 ��刁 级�

闷季 二季 一季 二 季 一季 二季

出苗后 �� 天

品种 冠砚度 ���

株 高

����

米拉

幻一�

�一 �

川芋 肠

���一 ��

刀�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季 二季 一季 二季

茎 粗

����

一季 二季

��������������������������肠印��������������仓
�矛，‘︵托���幼
︸
���������������������������������，��������������������������������������������队������米拉

印 一 �

�一�

川芋 ��

���一�

刀�一 �

�� 一��

脚��’��，�����’��������’����������������������������

数显著多于二季种
，

一季种的平均每窝基本

茎为 �
�

�个
，

而二季种的只有
�

�
�

�个
，

且一季

种和二季种的基本茎 数之 间相 关系数为

������
，

达显著水平乒即一季种基本茎数多的

二季种同样较多
，

这是 由品种特性决定的
�

一季种基本茎数较多
，

原因在于一季种的种

薯贮藏时间长
，

生理年龄大
，

贮藏期间种薯顶

芽萌发后还没有适宜继续生长发育的环境条

件或顶芽受到损伤
，

从而 激发侧芽萌动发

育
，

播种后长出多个茎�而二季种的种薯播种

时顶芽尚未萌发或萌发较短
，

由于 顶芽优

势
，

播种后顶芽出苗
，

抑制侧芽萌发
，

故二季

种的基本茎较少
，

一般只有 �个
。

从幼苗 长 势上看
，

二 季 种 比一 季 种略

强
，

但差异不大
，

其相关不显著
。

��� 一
、

二季种冠层扭盖度
、

株高
、

茎粗的变化

试验结果见表 �
。

表 �表明
，

二季种出苗后 �� 天 的冠覆度

明显高于一季种
，

一季种平均为 �����
，

二季

种平均为 ��
�

��
，

一季种和二季种在冠覆度

上的相关系数为 ������
，

达 显著 水 平
，

表明

一
、

二季种在植株生物量上密切相关
。

从株

高和茎粗上看
，

二季种 比一季种株高增加
，

茎

粗增粗
，

这是由于二季种基本茎数显著少于

一季种的
，

群体内个体间竞争小
，

个体生长旺

盛
。

一季种与二 季 种 在 株 高 上 的 相 关性

达显著水平
，

在茎粗上的相关性不显著
。

�� 一
、

二季种结落数
、

单块茎重
、

产且的变化

结果见表 �
。

表 � 一
、

二季种结薯数
、

单块茎重
、

产童的比较

结薯数�个�窝�
品种

—
一季 二季

单块茎重饱�个�块茎产量倒窝�

一季

���

��
�

�

二季

����

一季

���
�

�

����

二季

���

����

扮�
�

�

月了
�

冷峙︸、一︸、︺，气�‘，�们︸�一�����������

米拉

印 一�

�一 �

川芋 ��

���一 ��

刀�一�

�� 一��

��
�

�

���

���� ����

︸

台叹︺‘��声︵�叮尸����跟�������双杠

��石 ��

��� �
�

�

一挑︸、︸�

…
，���

从表 �结果看出
，

一季种的结薯个数显著

多于二季种
，

这是由于一季种基本茎数多的

缘故�一 季种平均每窝块茎产量高于二季

种
，

二季种的单个块茎比一季种的大
，

这是由于

二季种的基本茎少
，

结薯数少
，

光合产物充

足
，

因而块茎较大
。

一季种与二季种在结薯

个数上的相关性达显著水平
，

在块茎产量和

单个块茎重上的相关性达极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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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季种块茎大小分级的变化

从块茎大小数量分级上看
，

一季种的大

中薯数多于二季种的
，

一季种的平均每窝大中

薯数为 �
�

�� 个
，

二季种为 �
�

�� 个� 一季种的

小薯数也多于二季种的
，

但大中薯数率低于

二季种
�

一
、

二季种在大中薯个数和大中薯

数率上的相关系数为 ������ 和 ������
，

达到

极显著水平
，

一
、

二季种在小薯数上的相关系

数只有 ������
，

相关不显著�表 ��
�

� 结论与讨论

表 � 一
、

二季种块茎数童分级的比较

大中薯数 �个�窝�小墓数沙�窝�
品种

—
一一二，一�二了二一

一季 二季 一李 二李

大中挤数率���

一季 二季

�
�

经过对各性状的平均值比较
，

马铃薯一
、

二季种在各性状上的变化有一定 的规律
，

二季种与一季种相比
，

出苗推迟
，

基本茎数减

少
，
幼苗长势增强

，

冠层覆盖度增加
，

株高增

加
，

茎粗增粗
，

结薯数减少
，

单块茎重增加
，

产量降低
，

大中薯数和重量减少
，

大中薯数率

和重量率增加
。

并且一
、

二季种在基本 茎

数
、

冠层覆盖度
、

株高
、

结薯数
、

单块重
、

块茎

产量
、

大中薯数和重量
、

大中薯数率和重量率

�� 个性状上的相关性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
�

二季种栽培用种薯是经过翻秋种植的薯

块
，

其种性增强
，

张宗宁 ������研究结果认

为
，

翻秋薯作种经过催芽等技术措施处理后

比一季种薯增产 ��� � 加�
，

而本研究 的

结果是二季种比一季种产量低
，

主要是由于二

季种的种薯未进行催芽
，

出苗期推迟 �� 天左

右
，

加上生长后期天气变化较大
，

雨水偏多
，

不利于块茎膨大
，

造成二季种的整体产量水

平有所下降
。

�
�

根据本研究结果
，

结合生产实际
，

马铃薯

一季种要施足底肥
，

适当减少密度
，

促进单窝

内个体生长量
，

保证块茎膨大的物质需要 �二

季种时要对种薯催芽
，

及时追肥
，

促进早结

薯
、

多结薯
。

由于一
、

二季种在前述 �� 个性

状上密切相关
，

因此在育种过程中
，

对马铃薯

杂交后代同时进行一
、

二季筛选鉴定
，

能加快

育种进程
，

选育出适宜一
、

二季种的高产品种
。

，，︸户���自���
�
�
工、�，护����︸‘��

气‘，‘�气��
︸

�

�������������������������
亡�几，︶护��丹��几︸��������之��米拉 �

�

�� �
�

�� ��
�

�

印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川芋 �� �
�

�� �
�

�� ��
�

�

���一 �� �
�

�� �
�

的 �
�

�

刀�一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从大中薯重量上看
，

一季种的大中薯重

高于二季种�一季种的小薯重也高于二季种
，

但大中薯重率低于二季种
。

一
、

二季种在大中薯

重和大中薯重率上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和 ������
，

达极显著水平
，

而在小薯重上的

相关性不显著 �表 ��
。

表� 一
、

二季种块茎重童分级的比较

大中薯重 ���窝�小薯重 ���窝� 大中薯重率���
品种

一季 二季 一季 二季 一季 二季

米拉 �� ��� ���名 ��
�

� �� ��
�

�

匆 一� ���
�

� ��刀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川芋 �� ��� � ��� 加�
�

� ��
�

� ��名 ��
�

�

���一 �� ���� ��
�

� ���� ��� ��
�

� 翻 �

刀�一 � ��
�

� ��刀 ���� ��
�

� ��
�

� ��
�

�

��一�� ����乡 ���
�

� ���
�

� ��
�

� ��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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