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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一爱农的叶面

喷 洒 效 果

张希近

�河北省张家 口地 区坝上 农科所�

爱农是河北省同孚化工厂生产的一种新

型植物生长调节剂
，

广泛运用于河北省 中南

部地区的冬小麦
、

棉花和果树喷洒
，

具有成本

低
、

增产效果显著的特 点
。

���� 年我们参加

了由河北省科委和省农科院联网组织的河北

北方农作物小麦
、

马铃薯等爱农浸种和叶面

喷洒效果鉴定试验
，

在 ���� 年小区试验的基

础上
，

初步筛选了最佳浓度和喷药时间
，
����

年进人大区对比试验
。

爱农植物生长调节剂

无论对马铃薯播前块茎浸种或生长期间叶面

喷洒均有增产效果
，

而且对束顶型退化也有

明显抑制作用
。

喷洒效果优于浸种效果
，

现

将结果初报如下
。

� 试验设计

设 �个浓度
，
�个处理

，

以 喷洒清水 为对

照
。

浓度范围 �设 ���倍
、

����倍
、

����倍
。

喷药时间 �苗 齐后和现蕾始期各喷洒一

次
。

采用品种 �虎头脱毒二级原种
。

试验方法 �随机 区组排列法
，

重复 �次
，

小 区面积 ���
�，

区 长 �，二 ，

宽 ��
，
�行 区

，

株

距 �
�

�� ，二 ，

行距 �
�

��二 锹 挖 穴
，

不 施任何 种

肥
，

全生育期不追 肥浇水

试验地点 �试验地位于河北张北县城东

�
�

实生微型薯与茎尖脱毒种薯 比较
，

产

量
、

结薯数无显著区别
，

且实生薯脱毒方法简

便
、

成本低
，

若选择分离小的品种
，

实生微型

薯可取代茎尖脱毒薯
。

�
�

实生微型薯生产中大量采用扦插快繁

技术
，

使大量植株来 自同一母株
，

从而减少了

群体差异
，

使后代分离显著减少
。

�
�

实生微型薯的应用
，

节约 了种薯 田用

种
，

而 且能增产 ��� 一 ���
，

是一项经济有

效的措施
。

综上 所述
，

实生微型 薯应 用 是 一 项 优

质
、

高效
、

低成本的技术
，

虽然在国内还未见

报道
。

但深信这一技术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和巨大的生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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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农业试区张北

试验 区 内
。

海 拔 ���� �
，

无 霜 期 ��� 天
，

�一 ���� 耕层 内土壤有机质含量 �
�

����
，

全氮 �����
，

碱解氮 ����，� ，

单体磷 �
�

����
，

速效钾 ������
，

�� ���
。

试验在旱 平沙地

进行
，

前茬小麦
，

试验地条件能代表 当地马铃

薯生产水平
。

� 试验结果

��� 产量结果

从试验总体水平看
，

除喷洒 ��� 倍较对

照减产 �
�

�� 外
，
����

、

����倍处理均表现增

产
，

幅度 ��
�

�� 一 �����
，

���� 倍 叶面喷洒

亩增产鲜薯 ��� 公斤
，
����倍喷洒亩增产鲜

薯 ���公斤�大区对比试验增产幅度为 �� ��

一 ��
�

��
，

亩 增产 鲜薯 ���� 一 ���公 斤
。

详见表 �
、

表 �

��� 经济性状

构成增产的主要 因素是大
、

中薯率增 加

和单株重量提高
。

���� 倍啧洒 大
、

中薯率 比

对照增加 ����
。 ，

单株产量 提高 住��� 公 斤
。

����倍喷洒的大
、

中薯率 比对照增加 �
�

��
，

单株重量提高 住��� 公斤
一 ，

相 比之 下
，

����倍

喷洒 比 ���� 倍亩多增产鲜薯 �� 公斤
，

而且

单株重量也略有增加
，

认为 ����倍喷洒从投

资
、

投工产投效益上分析看要优于 ���� 倍
，

因此翌年 �����年�大 区对 比试验确定 了 喷

洒浓度为 ����倍
，

增产效果显著
。

��� 生育表现

表 � 不 同浓度喷洒产童构成调 查结果 �公斤�亩�

�区 �区 �区 重复间

浓度 �倍�
小 区产 折亩产 小区产 折亩产 小 区产 折亩产 合计 平均 折亩产

比对照 亩

增减鲜薯

比对照增减产

���

夕叉� ��� ���� ��夕 ���� ��
�

� ���� ��
�

� ��� ���� 一 ���
一

��

�的〕 ��
，

� ��印 ��� ���� ��
�

� ���� �� ��习 ���， ��� ��石

��田 ��刀 ���� ��
�

� ���� ��
�

� ��田 ��
�

� ��� ���� ��� ��
�

�

�� ��石 ���� ��
�

� ���� ��
�

� �印� ��� ��
�

� ���� � ����

通过对苗期幼苗色泽和喷药 �� 天后的

生长势调查
，

认为苗期叶面喷洒对马铃薯生

长发育影响不大
，

喷后从茎和叶面观察没有

出现异常表现
，

均接近对照 �现蕾期喷洒影响

最明显
，

表现突出的是 ��� 倍处理喷药后第

二天下午观察有花蕾脱落现象
。

株高调查结果表明
，
���倍喷 洒 比对照

降低 �
�

���
，
����一 ����倍喷洒分别较对照

增高 �� 一 ����
。

��� 抗性表现

无论从小 区试验或大 区对 比示 范结果

看
，

喷药对其它抗性表现不突出
，

对束顶型退

化具有抑制作用
，

认为苗期喷洒 如果掌握时

间适 当
，

药液雾化好
，

叶面散布均匀
，

对促进

壮苗
、

抵制病毒浸染扩散
、

增强植株耐力具有

明显作用
。

田间抗性及经济性状和大区对比

试验结果见表 �
、

表 �
。

� 分析与讨论

马铃薯叶面喷洒爱农植物生长调节剂影

响马铃薯产量构成的主要因素是植株高度
、

单株重量和大
、

中薯率
。

马铃薯进 人现蕾始

期
，

进行叶面喷洒是构成增产的主效应
，

苗期

次之
。

由于进人现蕾期的马铃薯此时正值生

理活化达到 高 峰期
，

营养体 内代谢过程 旺

盛
，

而营养生长和地下块茎膨大
，

养分供需矛

盾剧 烈
，

此 时 在 马 铃 薯 植 株 由 株 顶 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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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经济性状及田 间抗性调 查情况

物候表现 经济性状 抗性表现

浓度 �倍 �
幼苗色泽 生长势

株高

����

大巾薯率

���

单株重

‘公斤�

单株块茎数 束顶 型退 化株
环腐

病株

疮痴

病薯

田间

烂薯
串薯

�个� �
�乞

�︺门了八口��

�

代‘，︸‘�
�

，︸门入月崎�丘今宁
�

�
�

八凸了
白八、、、︸����只

卜

月。名，一一护叮
尸
一﹁了了浓绿

浓绿

绿

浓绿

� ��
�

�

� ��石

� ��
�

�

仪���

�」��

已���

‘ � ��� �马乞�

� �
�

� 口

�少�� 又��

�味� �月 �
�

��凡︺门�月崎娜花巧

� ��
，

� ��
�

� �
�

��� �
�

�

珊����溯��

注����幼苗色泽 �苗齐后喷药
，

喷药 �夭后调查幼苗色泽
，

分绿
、

浓绿
、

黑绿 记载 �

��少生长势
�喷药 �� 天后观察生长势

、

按 �
、

�
、

�三个级别 区分

表 � ���� 倍喷洒大区衬比示范调 查结果

大巾普 ��� 单株重 �比� 单株块茎 �个� 小 区产 ���� 折亩产 〔��� 比对

照 亩

增产

�����

比对

照增

减产
农 艺 措 施

���

水
处理

水
处理

水
处理

水
处理

水
处理

上壤类别用采品种
示 对

范 照

面 面

积 积

�亩� 忆亩�

一不范地点

虎头

�
，

� �� ��
一

� ��
�

凉 ���� �
�

��� �
�

� ���� ��� 卜苏�
�

� ���� ���
�

�

亩施厩肥

��� ������
，

碳

饺 ����
、
�尸

拼除草两次

沙壤二级种原一金冠一

张北县徐家村

�� �� ��
�

� ��
�

� ���� �
�

��� �
�

� �� ���� ��� ���石 ���� ���� ��
�

�

亩施土肥

艾�〕��，

碳

馁 ����
， ‘
�
〕

拼除草两次
，

培土一次

亩施土羊

粪 �〕 �〕雌

碳按 ����

中拼除草

两次

早滩地

级原种

张北叶县家柠

��
，

� ��
�

� �
�

�洲 �
，

��� �
�

� �
�

� 铭少� ��� 】尔只 ���� ��� ��
‘

�

早滩地

虎头︸一级旅种

�� 一 ���� 井的叶层 内喷洒生 长调节剂 进

行适量浓度范围的对 营养器官刺激
，

可增加

植株茎叶活力
，

延缓营养体过早木质老化
，

加

速同化进程
，

使其土壤供给不足的养分可从

茎叶得到补偿供给块茎
。

其次是旺盛的营养体促使块茎 早期形

成
，

迅速膨大
，

块茎膨大愈早
，

光 合产物积累

块茎愈多
，

单株重量就愈高
。

� ��
、

夕卖
呀 钾产 ‘ �

无论从小 区试验看还是大区对比示范结

果分析
，

认为爱农植物生 长调节剂在马铃薯

叶面上喷洒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作为一项

叶 面 补 肥 技 术 推 广 关 键 是 掌 握 品 种 特

性
，

在第二次喷洒时 间须与块茎膨大时期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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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杂交后代主要性状的关联分析

潘连公 陈彩 能

�日肃省 天水市衣 业技术推�
‘

站�

本文利用灰色系统 关联分 析 方法
，

对马

铃薯不同组合的杂交后右 进行对 比分析
，

探

讨关联分析在揭示性状遗传方面的 可能性
，

从而为育种工作提供后代选择依据
，

供商榷
。

合父母才
�

性状
，

进行对 比分析

� 结果分析

材料和方法

材料分别取 自两年的鉴定试验 �间 比法

排列
、

无重复
、

�行 区
，

行距 ���� 米
，

株距 ����

米�
，
�个组合分别以平均薯重 ��

�

�
、

淀粉含量

�对
、

小 区产量 ����为母 数 列 �以 生 育 天 数

��
�

�
、

株高 ��
�

�
、

单株块茎数 ��
�

�
、

大 中薯 �
‘、

薯�数率 ��
‘

�
、

大中薯 �小薯�重率 ��
�

�
、

晚疫

病薯率��
�

�为子数列
，

求得关联度矩 阵
，

并结

第 一组合�� 二��
�母本 中熟

，

高产
，

结薯

较多
，

薯 块较小
，

高抗 晚 疫病
，

淀 粉 含量 中

等�父本晚熟
，

高产
，

薯 决大
，

抗 晚疫病
，

淀粉

含量中
。

该品系关联度矩阵为 �
，。

第二组合 �� 二�� �母本晚熟
，

中产
，

薯块

较大
，

高抗晚疫病
，

淀粉 含量 中�父本 同组合

一
。

其关联度矩阵为 ��

第三组 合�� 二 ����母本晚熟
，

高产
，

薯块

多而小
，

高抗 晚疫 病
，

淀 粉 含量高�父本 早

熟
，

中产
，

块 茎 大
，

淀 粉 含量 中
，

轻 感 晚 疫

合
。

如虎头晚熟品种第
一

二次喷洒时间是现蕾

始期
，

中
、

早熟品种则应适 当提前
。

叶面喷洒应在株顶 �� 一 �� �� 处 的叶

层内效果最好
，

要求晴天
、

无风
，

早上 �� 点以

后均可喷洒
。

效益 �根据大区对比试验
，

亩用兑制好药

液 ��公斤
，

用原药 �� 克
，

计成本 ��� 元
，

用

人工 ���个 为 �
�

�� 元
，

畜力车工 ���个 为 �刀

元
，

亩共计
·

用成本费 �
�

�� 元 �按喷药后亩增

产鲜薯 ��� 公斤计算
，

每公斤鲜薯 �
� ”
�元

，

亩增值 ��
�

�� 元
，

扣除成本后亩纯增值��
�

��元
。

由上可见
，

马铃薯叶 面喷施爱农植物生

长调节剂
，

如果喷施时间适当
，

增产效果显著
，

采用虎头品种在一般大 田常规栽培条件下
，

亩增 值 ��
�

�� 元
。

应 当指 出 �叶面 喷施 其效

果必然要受到叶面表皮细胞活性和气孔开张

度
、

溶液调击��比例 以及溶质分子在 廿十面分 布

均匀度大小的影响
，

在农艺拼作力
一

面
，

要受到

茬 口
、

土壤温度
、

耕层深浅
、

病虫害和 品种特

性等诸因素的影响
，

其增 产效果 具有不稳定

性
，

因此在生产 中只能作 为一种叶面追肥 外

偿措施
，

绝不能忽视其它增产技术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