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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季稻复种马铃薯方式的初步研究

吴建华 严 挥 舒礼熙

�浙江省景宁县农业局�

浙南位于海拔 ���一 ���� 米的中低山

区
，

耕地面积达 �� 余万亩
，

是浙江省单季

稻的主要产区
。

年平均气温 ��士 �℃ ，

大于

��℃积温 ����士 ���℃ ，

年 日�照时数 ����

土 ���小时
，

降水量 ����毫米左右
。

多年

来形成了以绿肥 �室闲�一单季稻为主的复

种方式
。

为了进一步开发冬季农业
，

利用早

春的光温和动力资源
，

提高单季稻田粮食作

物的复种指数和产量
，

达到用地养地相结

合
，

我们在单季稻地区广泛调查复种方式基

础上
，

于 ����一 ����年设计了 �种复种方

式与原有的耕作制度进行研究和对比
，

以选

择适宜单季稻地区的最佳复种方式模式
，

现

将研究结果熬理如下
。

材料与方法

小麦为稻板麦
、

马铃薯
、

油菜作垄栽

培
。

供试品种
� 小麦为浙麦 �号

，

马铃薯为

蒙古 �号
，

油菜 ����一�� 系
，

水稻为汕优

��
，

绿肥为宁波大桥种
。

栽种密度和播种量 � 小麦亩播 �
�

���
，

绿肥 �
�

���
，

油菜亩种 ����株
，

马铃薯亩

种 ����穴
，

水稻亩插 �
�

�万丛
，

绿肥盛花

期 ���翻耕还 田
，

马铃薯收获时茎 叶还

田
。

施肥 � 处理 工
、

��
、

班施肥一致
，

亩施

基肥 � 栏肥 ���� 公斤
，

过磷 酸钙 加 公

斤
，

氯化钾 �
�

�公斤
，

追肥用尿素 �
�

�公

斤 � 处理��亩施栏肥 ���� 公斤
、

过磷酸钙

�� 公斤
，

处理 �冬作不施肥
，

田间管理同

当地大 田生产
。

�
�

� 试验设计

本试验在景宁舍族 自治县澄照乡进行
。

土 壤 肥 力 � 有 机 质 �
�

���
，

全 氮

�
�

����
，

全磷 �
�

����
，

速效磷 一�
�

����
，

速效钾 ��
·

����
。

试验分 �个处理 � �马铃薯一单季稻 �

且小麦一单季稻 � ���油菜一单季稻� 工�绿肥

一单季稻 �对照 ��
，

�空闲一单季稻 �对

�狱��
。

�
�
、
区面积 �

。

���亩
，

重复 �次
，

随

机排列
。

�� 试验材料及方法

本研究承蒙浙江农大生态所黄冲平老师
、

浙江省农业厅

严兆南高级农艺师指导
，

特致谢意

结果与分析

不同复种方式的效果比较

冬季作物产量和产值

由表 �可见
，

实行 工
、

且
、

班复种方式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

增加了单位而积产后量

此 �种夏种方式均比绿肥 �空闲�一单

季稻每种一季春粮或经济作物
，

增产增值效

果显薯
。

�
�

�
�

� 单季稻经济性状及产量

将绿肥 �空闲�一单季稻这一传统复种

方式
，

改为实行水旱轮作
，

增种一季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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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 同复种方式对冬季作物产量产值的影响

复种方式 冬作品种
实收产量

����亩�

春粮合计

����亩�

产 值

�元 �亩�

净产值

�元 �亩�

马铃薯一水稻

小 麦一水稻

油 菜一水稻

绿 肥一水稻

空 闲�水稻 ����

马铃薯

小 麦

油 菜

绿 肥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注� 鲜薯 ���元 ���
，

小麦 �
�

�����
，

油莱籽 一��元 ���

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光能利用率
。

而 这一复种方式因小麦需肥量较大
，

而单季稻

且为后作水稻生长创造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
。

施肥量与其它处理一致
，

造成前期返青慢
、

由表 �可见 � 不同复种方式的水稻产量存在 有效穗降低而使产量略低于对照 �
，

极显著

显薯差异
�

前作马铃薯
、

油菜种植后
，

土壤 低于对照 �
。

综合全年产量
、

产值
，

马铃薯

结构得到改善
，

有机肥增加
，

使水稻插秧后 一单季稻这一复种方式显著地优于其它几种

返青快
，

分典早
，

有效穗
、

结实率提高
，

病 复种方式
�

虫害减轻
，

从而提高了产量
。

小麦一单季稻

表 � 不 同复种方式对单季稻经工济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复种方式
有效秘

�万 �亩�

每 德

总粒数

结实率

���

千粒重

���

产量

����亩�

增产率

���

显著性差异

�刀� �刀�

��������
�，‘
︸、︼‘�

�

…
�，��，‘︺︸�公���乙马铃薯一水稻

绿 肥一水稻

油 菜一水稻

空 闲一水稻

小 麦一水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不同复种方式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翻耕和种植冬季作物可以熟化土壤
，

改

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

而不同的前作根系深浅

分布及对土壤营养元素的要求和吸收不同
，

前作地上部分还 田的数量和含有效养分的差

异导致了不同前作的土壤肥力变化
。

由表 �

可见
，

冬作为马铃薯
、

绿肥
、

油菜 �种方

式
，

其第二季作物水稻收后
，

土壤中的有机

质
、

全氮
、

全磷
，

速效钾 �马铃薯处理除

外�与前作冬闲相 比均有上升趋势
。

其中前

作为绿肥的复种方式
，

土壤有效成分上升最

快
。

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速效磷
、

速效钾

分别 增 加 �
�

���
，

�
�

����
，

�
�

����
，

�
�

���� 和 �
�

����
，

前作为马铃薯的处理次

之
。

而前作为小麦的复种方式与对照 �相

比
，

土壤有效养分反而呈 下降趋势
。

其原因

是绿肥
、

油菜为养地作物
，

有大量的茎叶和

菜籽饼还 田� 马铃薯虽然需肥较多
，

但生育

期短
，

收获��寸也有大量的茎叶还 田
，

增加了

有机肥的投人
。

据调查统计
，

马铃薯亩产鲜

薯 ������
，

可获茎 ��十������左右
，

若全

部还 田相当于亩施绿肥 ������的肥效
。

马

铃薯为喜钾作物
，

大里吸收土壤中的速效

钾
，

导致土壤中的速效钾含皿下降
。

因此应

增施钾肥
口

小麦一单季稻中的小麦需肥量较

高
，

而投入的有机肥较少
，

而单季晚稻用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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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冬季前作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第二季作物水稻收后的土壤肥力测定

冬作 有机质 全 � 全 �一 速效 � 速效 �

��� ��� ��，�� ����� �����

马铃薯 �
�

�� �
�

��� �刀�� 一�乃 ��
�

�

绿 肥 �
�

�� �
�

��� �刀�� ��� ��
�

�

油 菜 �月� �
�

��� �刀�� ��
卜

� ��
‘

�

空 闲 �月� �
�

��� �刀�� ��
�

� ���

小 麦 �月� �
�

��� �刃�� ��湃 ���

量又同其它处理一致
，

因此土壤肥力呈下降

趋势
。

��� 不同复种方式对纹枯病及杂草的影响

冬季土壤的深翻越冬和水旱轮作
，

改变

了田间的生态环境
，

减少了病原菌的越冬场

所及伴生或寄生的杂草存在
，

有利于土壤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
。

同时有机肥用量的增加
，

特别是磷
、

钾肥增多
，

增强了品种的抗性
，

从而减轻了病虫的危害和杂草的发生
。

由表

�可见
，

不同冬季前作对单季晚稻的纹枯病

及田间杂草的发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

其中

以马铃薯一单季稻
，

油菜一单季稻两种复种

方式的纹枯病最轻� 杂草的发生也以前作为

油菜和马铃薯两处理最轻
，

分别只有对照 �

的 ��
‘

��和 ��
�

��
，

明显地减轻 了病虫和杂

草的危害
，

为高产
、

稳产奠定了基础
。

表 � 不同冬季前作对纹枯病及杂草的影响

纹枯病平均 水生性 湿生性

冬季前作 发 病 率 杂 草 杂 草

��� �株 �亩� �株 �亩�

马铃薯 ��� ��� ��

油 菜 ��
�

� ��� ��

小 麦 ��� ��� ��

绿 肥 ��
�

� ��� ���

空 闲 ��� ��� ���

� 小 结

设计的 �种复种方式在全年产量 �产

值�方而均优于空闲 �绿肥�一单季稻
。

具

有一定的推广
‘

应用潜力
。

但这 �种复种方式

之间对栽培环境的反应
、

后作土壤肥力
、

病

虫杂草的变化和全年产量 �产值�等方面存

在明显的差异
�

对小麦一单季稻这一复种方

式而言
，

由于我县小麦生长期间 日照时数偏

小
，

降雨集中
、

�一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
，

而小麦正值抽穗扬花
，

常导致小麦

赤霉病的发生流行而影响前作及全年的产

量
，

因此这一复种方式只适用于肥水条件

好
，

海拔 ��� 米以 下日照较充足的部分地

区
。

油菜一单季稻是一种产值
、

产量等综合

效益较好的复种方式
，

宜在海拔 ��� 米以下

地区推广
。

马铃薯一单季稻能充分利用 早春

的光温和动力资源
，

提高单季稻田粮食作物

的复种指数和全年产量
，

利于改善土壤肥力

和减轻病虫
、

杂草的危害
。

其全年产量和产

位和对后作生态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均优于其

它复种方式
，

在我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潜

力
。

在单季稻地匕均可推广
�

其主要的栽培

技术是
�

�通 选用良种
，

优化作物布局

为选择适宜两熟高产的品种 �组合�
，

����一 ����年的品 比试验表明
，

马铃薯综

合性状北方种比本地种好
，

高山种比低山种

好
。

其中克新 �号
、

克新 �号
、

蒙古大洋芋

产量高
，

为中熟品种
，

宜在海拔 ��� 米以下

的地区种植
，

克新 �号
、

东农 ��� 为早熟品

种
，

产量较高
，

株型紧凑
，

抗性强
，

宜在海

拔 ��� 米以上地区种植
。

��� 提高马铃薯播种质量

种植马铃薯的稻 田年前开沟排水
，

深翻

越冬
，

促使土壤风化粉碎
，

人春后再进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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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细整
，

一般畦宽 �� 厘米
，

每畦种两行
，

畦高 �� 厘米
，

沟宽 �� 厘米
，

行株距 �� 厘

米 � ��厘米
，

每亩种植 ����� ����
、

穴
，

播前亩用腐熟栏肥 ����一 ���� 公斤
，

过

磷酸钙 �� 公斤
，

氯化钾 �
�

�公斤或焦泥灰

���公斤作基肥
。

适宜播期一般为 �月 中旬

至 �月上句
，

地膜覆盖栽培的可提早 �� 天

播种
，

播前没有芽的种薯先进行催芽
，

淘汰

细长弱芽
，

抢晴播种
。

水稻秧田严格控制播

种量
，

一般亩播 �� 公斤为宜
。

�� 合理施肥
，

加强田间管理

马铃薯一单季稻两熟制稻 田
，

多种了一

季马铃薯
，

满足两熟作物的需肥要求
，

是保

证全年高产的关键
，

据试验调查
，

两熟亩需

施标准肥 ����一 ���� 公斤
。

马铃薯除施

足基肥外
，

齐苗肥结合中耕除草亩用人粪尿

���一 ���公斤浇穴
。

在 �一 �口卜龄时
，

即齐

苗后 �一 �� 天
，

亩用尿素 ��� 公斤
、

氯化钾

�公斤进行奎根培土
，

坚持施足基肥
，

早施

追施
、

重施钾肥的原则
。

马铃薯出苗后做好

补苗防冻工作
，

发现
“

次生块茎
”

时可将种薯

挖出
，

扒去种薯上的小马铃薯重新播种
，

齐

苗后及时剔除病弱多余小苗
，

每穴 留 �一 �

个分枝为宜
。

后期及时进行清沟排水
，

并抓

好青枯病
、

晚疫病的防治工作
。

同时进行茎

叶还 田
、

增加有机肥的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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