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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地区马铃薯高产栽培农艺措施初探

袁 明华 夏 炜

�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科研所�

海拉尔地区位于大兴安岭西麓低山丘陵 土壤 为砂质草甸暗栗钙土
，

土体厚度 �

与呼伦 贝尔高平原东部边缘的接合地带
，

地 米左右
，

有机质层厚度 �� 一 �� 厘米
，

地 势

理位置于东经 ������’ ��’’ 至 ������
，
��气 北纬 平坦

，

前茬休 闲
，

秋整地
，

地力基 础 �有 机 质

��
�

�
‘
��

’ ‘

至 ��
�

��
’

��
，，
之 间

，

海拔高度 ���一 �
�

�����
，

速效氮 ���
�

����
，

速效磷 �
�

�����

�����米的高寒地 区
。

气候 凉爽
，

昼 夜温差 速效钾 ������
。

大
，

昼夜相 差 �� 一 �� ℃
。

平 均 降 雨 量 ��� 供试品种

���一 ���
�

，

多集 中于 �
、

�
、

�三个 月
，

占 荷兰马铃薯品种
一

德西尔
。

年降水量的 �����
，

可算雨热同季
，

适于马铃 �
�

� 试验设计

薯生长发育
。

因此
，

该作物种植面积广
，

年种 �
�

播期 从 �月 �日开始
，

相隔 �天 播

植面积达 �� 一 �� 万余亩
，

是该地 区的主要 种 �次
，

一 直 到 �月 �� 日止
，

共 分 �次 处

蔬菜作物
。

年产马铃薯除供应本地区城郊居 理
，

随机排列
，
�次重复

。

民蔬菜食用外
，

还远销国内南方和苏联
、

蒙古 �
�

密度 每亩种植密度分 为 ���� 株
、

等国外各大城市
。

但长期以来从事马铃薯高 ���� 株
、

���� 株
、

��的 株等 �种处理
，

随机排

产栽培研究者甚 少
，

常 以 换种方式 以夺高 列
，
�次重复

。

产
。

为了解决良种 良法配套的推广
，

我们以 �
�

养分 ① �
、

�
、

� 三元素 ��为 �
。 、

’ ‘

德西尔
”

为材料
，

从播种期
、

密度
、

养分
、

种 �
�。 、

�、 ���
，
为 �。 、

��。 、

�加 ��户 为 长
，、
�

，。

植方式
、

药 剂 灭草等农艺 措施进行综合试 等三因素三水平正交 回归设计
，

随机排列
，
�

验
，

兹将试验结果经统计汇总初报如下
。

次重复
。

② 微 量 元 素 �分 硫 酸 镁 ���乞
，
�� 浓

度�硫 酸 铜 �
�

��
，

���� 浓 度� 硫 酸 锰

�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 浓 度 �铝 酸 馁 �����
，
�����

浓度�硫酸锌 �
�

��
，
���� 浓度

，

对照 �等量清

��� 试验地概况 水�等 �� 个处理
，

于花蕾期喷洒
，

随机排列
，
�

中卜创卜翻卜睁劝今，卜中卜今卜翻
，，卜，令月呼刊冷�争咭卜劝今嘴今书

�叫

片门令闷冲翻
�，卜俐弓今，卜咭巾刚曰冲钊叫冷，卜中卜中卜创，

中卜创洲冲闷中冲卜朴咭争啼李创卜冲训卜润
�

书嘴呻今心今创
�

喇脚帕州目 例网冲闷月 闷隆勺奋中卜创叫叫卜俐卜钊曰冷叫
，

刊
�，奋闷中刊冷劝中阅闷叫冷嘴个，中

� 门福义等
�

马铃薯小整 薯作种的生产效应及生理特 � 刘梦芸等
�

马铃 薯每穴 茎数与 产 量 的 相 关 性
�

马 铃

性
�

马铃薯
，
����

，
� 薯

，
互���

，
�

� 刘梦芸等
�

马铃薯种薯生理特性 的研究
�

中 国 农业科 � 晏 濡来等
�

马铃薯产墩 与其有 关性状的相 关 性研究
�

学
�

����
，
卫 马铃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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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复
。

�
�

种植方式 平作与垄作
。

�
�

灭草剂 筛 选 赛克津 ���� 粉剂���

克�亩�赛克津 �� 克�亩加拉 捕净 ���� 乳

剂���耐�亩�赛克津 �� 克�亩加禾草克 ����

水 剂��� ���亩�对 照 等 �种 处 理
，

随 机 排

列
，
�次重复

。

�
�

� 试验方法

小区面积 ��
�

��，
�长 ��

，

宽 �
�

���
。

除

密度试验外
，

其它试验设行距 �
�

��
，

株距 住��

米
。

所用肥料为尿素
、

三料
、

磷酸二钱
、

硫酸

钾 �种
。

肥料用量除 养分试验外
，

其它试验

按增施 �
，。 、

���
、

�
，。
的亩用量计算称取肥料

，

并基本作种肥施人
，

但尿 素亩用量超过 �公

斤时
，

其超过部分作追肥施用
。

于 田 间杂草

�一 �叶时进行药剂灭草
。

其它 田间管理相

同
。

析
，
�值 ����� ���

。 ，� ���� 的显著水准
，

不同

播期之间的产量差异极显著
。

同时播期与产

量还是 线性关系
，

其 关系式 ��� ���� 一 ��戈

该方程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回归极显著
。

�
�

�
�

� 出苗势与 出苗期

不同的播期
，

其出苗势不一
，

苗势随播期

推迟而加大
。

出苗期则随播期提前而提早
，

但播种至出苗所需天数
，

则随播期而增加
，
�

月 � 日播种的出苗天数
，

则需 �� 天左右
，

而 �

月 ��日播种的仅 巧 一 �� 天左右
。

表 � 不 同播期产童 �公斤�亩�

处理 〔日�月�
重复

—��� 日� ���� ���� ���� ���� ����

��为������������

� 试验结果
平均 �韶�

���� ��肠 ����

四�� ���� ����

扮�� ���� ����

二��� ���� ����

��� 播期

���
�

� 产量

从表 �资料
，

不 同播期具有 不同的 田 间

产量
，

其中以 �月 �日播种 的产量最高
，
� 日

次之
，

其平均产量分另��为 ����
、

����公斤�亩
，

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

整个不同播期的产量随

播期的推迟而随之下降
，

以 �月 �� 日播种的

产量最低
，

平均单产仅 ���� 公斤
。

经变量分

��� 密度

���
�

� 产量

根 据表 �资料
，

亩 种植密度 以 ���� 株

�窝�的产量最高
，
����株 �窝�次之

，
����株

�窝�最 低
，

其 产 量 分 别 为 ������
，
����

�

�
，

����
�

�
，
����

�

�公斤�亩
。

经 变量分 析
，
�值

��
�

������� �
�

�� 的显著水准
，

处理 间差异极

显著
。

表 � 不 同密度产量 �考种
，

单位 �公斤�

处理

�株�亩�

重复
总和 平均 名次 折合亩产 株重 �窝� 株 〔窝�个数 大

、

中著 比率 ���

‘︸�范石���������只
一

�洲��
户孰����

�

� �石��

�������
八����

�

�

����

���
�

�

��
�

�

��
�

�

��石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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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同密度对经济性状的影响

不同密度对大
、

中薯 比率影响很大
，

它与

密度呈负相关
，

随密度加大而减小
，

株�窝�个数

则与密度呈正相关
，

随密度加大而增加
。

大

中薯 比率以 ����掬 亩为最大
，

达 ��
�

��
，
����

株�亩为最小
，

仅 �����
。

而株 �窝�个数 以

����株�亩为最多
，

达 �
�

�个
，
����株�亩为最

少
，

仅 ���个
。

株 �窝�重量虽不十分规律
，

但

基本上仍然以密度小的株 �窝�重
。

��� 养分

���
�

��
、

�
、

�三素养分

�
�

产量

结果见表 �
。

表 � 施 �
、

�
、

�三素产量 �公斤�亩�

�
、

�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名 ����
�

� ����名 ����石 ����� ����

� � �闻� ���� ��的
�

� �，�」 ��团 ����
·

�

叽 ����石 �田�� ����
�

� ���� ����
�

� ����
·

�

根据表 �资料
，

经正交回归分析
，

增施 �
、

�
、

� 三素
，

其用量配 比与产量之 间呈下列效

应函妾妨艾�乡������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经方差分析
，

回归

�值 ��
�

���� 显著标准 ��
����

，

��
，

所以该方程

成立
，

并 回归极显著
。

根据 目前物价
，

马铃薯

按�
，

�元 �公斤
，

肥料 �
、

�素按 �
�

����元 �公

斤计
，

其经济 最 佳施 用 量 为 �� 素 �
�

��公

斤
，
�户

，
素 ���� 公斤

。

至于 ��� 的用量
，

在

亩增施 �公斤之内
，

其经济效益是较高的
。

�
�

生长势及其抗性

以 � �。 、

���
、

�
�。
的用量与配 比的植株生 长

势好
，

植株健壮
，

抗旱抗病性强
，

而 ���
、

��
、

凡

的用量与配比
，

植株生 长过旺
，

株高叶茂
，

茎

软倒伏严重
，

抗病性差
，

晚疫病发生严重
，

其

它用量的植株生长势较好
，

抗逆性一般
。

���
�

� 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对马铃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作用
，

其中以 �� 元素的增产作用最大
，

较对

照增产 ��
�

�一 ��
�

��
，

镁元素次之
。

经变量

分析
，

铜
、

镁 比锰
、

钥
、

锌三元素的增产作用

大
，

而且差异极显著
。

�
�

��
、

�
�

��� 的硫酸铜

液之间以及铜
、

镁二元素之间的增产作用 差

异不显著
，

锰
、

铜
、

锌与对照之 间的增产差异

不显著 �见表 ��
。

表 � 喷微量元素产量 �公斤��� 米
�

�

重复
镁 钢 锰 相 锌

对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刃
，

� ��

��� ��
�

�

印��翻��

平均

�� ��� 翻� ��名 ��乡 ��
�

� ��月

肠石 �� ��刀 �� ��忍 ��� ��名

��
，

� ��
�

� ��
�

� 阴� ��
�

� ��月 ���

印
‘

� ��兮 ��
，

� ��� ��� ��月 ��
，

�

���
�

� 叶面喷洒微肥对植株的影响

喷洒微量元素后对植株无明显的变化
，

仅在喷洒铜
、

镁二元素的植株在 �周后
，

叶面

表现深绿
。

喷洒铜素的植株
，

在晚疫病大发

生之年
，

感病晚而较轻
，

死苗晚
，

比其它植株

晚死苗 ��一 ��天
。

��� 种植方式

起垄栽培能增加地下葡旬茎
，

增加结薯

率
，

并利于块茎膨大
，

经试验起垄栽培的单产

����公斤�亩
，

平 作 的仅 ����公 斤�亩
，

增产

����
，

大
、

中薯 比率增加 ��
�

��
。

��� 灭草剂筛选



·

���
·

所采用的三种药剂和组合
，

以赛克津加

拉捕净混合液灭草效果最好
，

能防除单
、

双子

叶杂草达 ��� 以上
，

单用赛克津效果差
，

仅

防除双子叶杂草
，

防除效果仅 ��
�

���见表

��
，

它们之间的马铃薯 田 间产量 以喷洒赛克

津加捕拉净的产量最高
，

赛克津单 用 的最

低
，

它们之间的 田 间产量分别 为 ����
，
����

，

����
，
����公斤�亩

，

分别 比对照增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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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
�

在北 纬 ��
�

以上
，

海 拔 ��� 一 ����

的高寒地 区
，

种植马铃薯 以 �月 �日一 � 日

播种
，

施 肥 以 氮
、

磷
、

钾 配 合
，

密 度 控 制 在

����一 ����株 、 亩 之间
，

采用垄作
，

喷洒硫

酸铜液与使用赛克津加拉捕净灭草
，

是机械

化栽培较理想的高产栽培农艺措施
，

并获得

表 � 药剂灭草效果调查 �单位 二株�耐�

览菜 铭尾草 灰菜 苍耳 沙蓬 苦荞 猪毛菜
�

紫手菜

处理 株 防效

���

株 防效

���

株 防效

���

株 防效

���

株 防效

���

株 防 效

�“���

株 防效

�只���

防效

���

帐

二 产量
叻

效 �公 斤 亩�

赛� 拉

赛 � 禾

赛克津

汀照

� �叨

� ����

�冷� ��
�

� �� ��
�

� �翻 ���

��

�
�

�

豹 � �下 �认� ��

�的

�� �
�

� ��
�

� �
�

�

��

为
�

�

�切����的

的��

田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 �����

��
�

� ����

��丫旧

比较理想的产量效果
。

�
�

从海拉尔地 区 的土壤肥力来看
，

应重

点施用磷肥
，

适 当搭配氮
、

钾肥
，

以调整各养

分的协调
，

从而提高单产水平
。

氮
、

磷的经济

最佳施用量为�氮 �
�

��公斤 �亩
，

磷 �
�

�� 公

斤�亩
，

至 于钾素的 用量
，

在 亩施 �公斤 之

内
，

增产效果较好
。

在施用大量元素的基础上
，

于马铃薯花

蕾期喷洒 �一 �次 �
�

�� 的硫酸铜溶液
，

不

仅延长植株的生 育期 以增加产量
，

对晚疫病

也有很好的防治作用
。

�
�

在密度方面
，

无论从产量或大
、

中薯 比

率来看
，

亩保苗 株数在 ���� 一 ���� 株 之

间
，

为增加商品率起见
，

大 田生产应 控制在

����株为宜
。

�
�

适当提早播种
，

可提前 出苗和进入 发

棵与结薯期
，

以增加生育 日数
，

特别在海市早

霜早的地 区
。

另外
，

海市地 区 �
、

�月份雨量

集中
，

易于爆发晚疫病
，

适 当提 早播种
，

会减

轻晚疫病的危害
，

使产量稳定
。

因此
，

该地区

的播 种期 应控 制 �月 � 日 一 � 日之 内 为

宜
，

提前或延迟
，

会使植株遭受晚霜或早霜危

害
‘

使产量降低
。

�
�

在种植方式上
，

以起种垄植为好
，

可增加

上壤光照面
，

有利于提高地温
，

利于种薯发芽

和植株生产发育 �同时
，

有利 于块茎 膨大 以

及抗早
、

排涝
。

�在 大面积机械化耕作种植下
，

采用赛

克津加拉捕净灭草
，

可节省劳力
，

并能及时灭

草
，

有利于植株生
一

长发育
。

药剂配 比�赛克津

����，�� 粉剂 �加 拉捕 净 �����亩 ���� 乳

剂�
。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