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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粉在马铃薯生产中的应用

张 永 成

�青海 省农 科院 作物 ���� �

近年来
，

生根粉在各类作物上的应用
，

起到了显著的增产作用
，

但用于马铃薯增产

技术方而的报道尚未见列
，

为了弄清生根粉

在马铃薯生产中的增产效益
，

似用不同浓度

和不同及种时间进行初步研究
，
从 中找出最

优组合方案
，

供大 田生产应用
。

� 试验设计与方法

�

� 试验设计

。 �

采用饱和 �一最优设计
，

以 不同浓

度的 ��
一

�和 不同浸种时间为控制因素
，

并

确定上
、

下 限
，

计算出 �水平值和间距
，
详

见表 �
。

��
�

对因素进行水平编码
。

把浓度设 为

二 �，

浸种时间设为 二�，

同时进行二因素四水

平编码
，
见表 �

。

在进行试验日�
一 ，

仅对表 �中的二 ，
和二�

进

行实施其余各项在计算过程中应用
。

表 � 囚 素 水 千 �单位
� ���

、
小 时�

试 验 囚 户一」 距 � 限 � 水 半 下 限

丫〔 �廷�� ��

����、��义 �，

表 � 二 因素二次饱和 �一 最优设计 的编 码 仿

试 验 写 � �义 �

��一卜

���

一���

����

一
�

�

��上��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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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试验方法

�� 配液 将 �
�

�克生根粉溶于 ����
，

��� 的酒精中
，
然后加 ����蒸馏水

，

所得

原液浓度为������
�，�，

备用
。

�，
�

旧间设计 该试验设在省农科院试

验站
，

用地面积为 �
�

�亩
，

净用地面积为�
�

��

亩
，
设两次重复

，

每小区��平方米
，

小区长

为 �米
，
宽为 �

�

�米
，

每小区种 �行
，
行距

�
�

�� 米
，

株距 �
�

��米
，

每行种��株
，
每小

区共种 �� 株
。

�
�

方案实施 将配好的浓度按不 同 用

量 �浓度� 的配比进行具体实施
。

由于每小

区种��株
，

重复两次共 ��� 株
，

两重复放在

一起同时浸种
，

需用水�公斤
，

各小区面积一

样
，
用种量也一样

，

所以
，

需用的溶液量也

都相同
，

配方为 ��� ��二 �� �� ，

所得的 �

值分别为各小区处理的浓度用量
，
经计算

、

配比
，

进行方案实施见表 �
。

表 � 实 施 方 案

血 形
������

月�种量
�公斤 �

�月液量
�公斤 �

浓 度
印���

浸种时 间
�小时�

用约量 �����又 浸种时 ����

� ��义 � 一 ���� 一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久��
�

�弓��

����

只���

� ��义 � ����� � �工
�

��

� ��� � � ��
�

���� ����

� ��� � � �

取 �山 �约配到 �公 �亡水中浸半小时

取 ���，�药 配 至 �公斤水中浸半小 时

取 �且，�药 配至 �公斤水 中浸 �小时

取 ���，��子万配至 �公 斤水
，
�
，
长 �小 ”」

取 ����药配至 �公 �子水 中浸 �
�

� 小�寸

取 了�工� �药配 至 �公斤 水
‘
�
，
浸 �小 时

不 授 种

� 试验结呆与分析

�
�

� 试验结果

该试验材料为青薯���号新品种
，

于 �月

�。 日播种
，

亩施有机肥����公斤
，
尿素 �� 公

斤
，
二料磷 �� 公斤

，
�月 �� 日盛花期进行

了浇水
、

施肥
，

亩施尿素 �公斤
，
�月�� 日

进行了培土
，
由于特殊情况

，
于 �月�� 日提

前进行了测产
，

对每小区挖��株进行考种
，

并换算成亩产量
，

其结果见表 �
。

产 量

表 �

茎

肥 场 �公斤�

各 性 状 试 验 结 果

川 鲜 重

幸

生 物 学 产 量 根 系 干 重

恻���
�����公斤� 洲

� ‘ �公 ，云’

�万��
�

�

�吕��
�

吕名

一

��
�

��

� ��

增减
�
气

巧�

，�
�

��

一�克� 丫

�

�

�

了�仁��

�

���丁
�

�

����

忿��二
�

三

���了
，

�

����

���亏声

����

��
�

��

�
�

��

�乙叭�
�

�弓

��丁�
�

��

�����
�

�

����
�

��

�
�

��

谁
。
�子�

���� ����
�

��

捷��万 �工��
�

��

���� ����
�

��

���了
�

乌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违

���公 �二 万
�

�

���� 了���
�

�，

���� 丁���
�

��

了��弓� ����
�

��

了���

��
�

日��了��

�
�

丁�

� ��

�
�

��

�
�

��

�
�

�� ��

��

��
�

��

�� ��

��
�

��

吕�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丁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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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淤 理可以看出
，
�个方案的实施

，

其 薯增产有着一定的影响
。

结 果各不相同
，

但有若一 定的增产总趋势
，

产量平均增长�
�

论�
，

最高可增产��
·

���� �
�

� 模型的建立

茎叶干重最多增长 �
�

��
�
生物学产量最高

增�
�

��� �
根系干重平均墩

一

长�
�

���
，

最高 根据各性状的测定结果进行公于算
，

可得

增长 �， ���
�

所以 说生根粉的应用对马铃 出以下模型
�

产 �遗 模 型 犷
，二 �的 污

�

�� 一 ��
�

��‘ ，十 ��
·

��戈� 一 ���
�

�
了
�

一

‘ ，竺 一 招 �
�

��二 �� 一 �洲
�

御 、 ，二�· ”

草叶鲜重模型 丫
� 二 工�引

�

��
一

卜��
�

�了，，� ���
�

��二� 一 ���
�

���� �“ 一 ��
�

��二 �“ 一 �肥
�

�
，

丫
一

、 �
心

生物学产量模型 犷
。 � 了���

·

��
卜

��
�

通�二 ， ‘
���

�

��二 � 一 ���
�

��二 �“ 一 ���
�

��交
� 一 ���

�

�肠 二 ��汗

根系千重模型 犷‘ 二 ��
�

�� 十 �
�

��为
一

卜�
�

��幻 � �
�

�」� ，“ 一 �
·

��肠
“ 十 �

·

��‘ ，��

沁

对各模型进行检验
，

山于饱和 �设计的 表 � 两 因素的不 问编 玛对产量的影响

总 自由度和回归 自由度相等
，

没有剩余 自由
’

一
�

” 一
� ’ 、。

’

—一下一一
度

，

故不能估算误差和方差分析以 及 � 检

验
，

对试验结果的精度
， ，

只能用测定值���

和估计值 �沁 之间的相关系数来验证
，

产

量模型的相关系数 � � �
�

���了��料
� 茎叶鲜

重模型的相关系数 比 � �
�

������苦 ��� � 生物学

产量模型的相关系数为 尺 一 �
�

�” “���芳关 � 根

系干重模型为 �二 �
�

��叮�了关关
。

均达到了极

显著水准
，

说明犷与伞非常吻介
，
方程效 果

好
、

具有应用价值
〕

一 � 又 � �

浓 度汀户

时���〕�， ��

����
�

�� ����
�

�� ����
�

�� ����
�

��

竺���
�

吕通 ��匕�
�

人 ����
�

�� ����
�

��

�
�

� 生因紊效应分析

限于篇幅
，

仪对产量模型进行分析

令
�

产量模型①式中的二 �二 。 ，

从 夫 �吞
，

川药量随取故水平的变化而

变化
， ‘

气取值为 几时产量最高
，

若取值水平

超过 训��
‘

其产量随着取谊水平的 增 高 而 降

低 � 同样浸种时间对产量的影响也有着由低

刊高产量有所增高
，

而后又有所 降 低 的变

化
，

当取值为
。
时

，

产量址高
。

所以说
，
最

优组合方案应是用药浓度为 ���，����
，

浸种时

间为 �
�

�小时
。

脚

得出
�

���
�

牛�劣 ���

� � ����
�

��一 ��
�

��为 一

分另��用 一 �
， 一 �

�

����
，
�

，

����
，
�四个

�
�

� 交互效应分析

将四个编码值分别代入①式 的 � ，
和 ， �

中
，

求出 劣 �

和 二 �

的交互效应
，

见表 �
。

编码值代入⑤式中
对

’

产量的影响结果

，

即可求得用药最 �����飞� 表 � 二 �

与二 �
交互 效应

同理 令 ① 式中二 �二 �夕�
，
�今

， � ����
�

���

��
�

��义 � 一 ���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卿

用上述四种编码代入⑧式中 ，

即可求得

浸种 时
一

间对产量的影响
。
所得结果见表 �

。

����
�

��

����
�

��

����
�

��

����
�

��

����
�

仁�

��丁�
�

��

����
� 」�

����
�

��

贫 �

里又 �

����
�

�� ����
�

只�

����
�

�� ���� ��

���� �� ����
�

��

���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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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 以看出
， 二，

与 二�

的交互效 应

对产量有若一定的彩响
，

当把浸种时间固定

在 一 �����于
�

其用药量随取值水平的增高
，

产

量在 不断地增
�
佰

，

当用药量取企�列 �。 �水

平时
，

浓�变为 �工〕��，�产量达到最高
，

但超过
。
时

，

产龄又有所下降
， 、 ，

�把浸种时间固定

在
� � ����

一 ，

浓度用在门���
一

产始最高
，

但随浓

度取值水平的增高
，

产量又了�
一

所下降
。

当把浓度 二 �

固定在 一 ��泪付
，

产量随

着浸种时问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

浸种时间取

�
�

�小时
，
���� ���

· ，

产量最高
，

当把使用浓

度固定在
。
� �时

，

浸种时间以 �小时 �幻

为好
，

此时产量最高
，

但随着浸种时间的增

加
，

其产量有所下降
。

总之
，

用药量浓度二 ，
与浸种时间二�

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系
，
当浓度低时

，

浸种时间要

长
，

当浓度高时
，

浸种时间要短
。

�
、

表 �
。

表 � 模 拟 试 验 结 果
��������肠���侧���

一
乙

编 号 一

，

一一一
佗选组 含

卫弓��
�

��

� 一 � �
�

�只�几 ���了
�

��

� �亏引 � �����
�

�� 、�

艺���
�

��

��
�

���几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工� ����
�

��

一
�

�

����

�
�

���理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对产量模型进行模拟
、

优选

用 �个编码位每两两组介
，

共组成 魂“ 二

那个全因 广试验
，

可得出��个试验结果
，

其

中包括已经实施过的 �个试验 在 内
。

见 表

表 � 最 优 组

��

��

� ����
�

��

�
�

��� 叮 ����
�

吕�

��

��

�
�

�左
‘
��

一

� 夕卜�」
�

�、 �

� 艺��竺 ��

合 的 频 救 分 布

��
。

��了

��
�

���

�
，

���弓

� ��弓�

�
，

���

�
�

���

合

平 」匀

�小 之��
二

农艺措

故

少
�

八扔占

�

一 �
。

�

�
�

�����

�一 ������

口
�

��

�
�

�����

」� �
�

�小叼

根据生产实践
，

定出优选指标
，

这里把

����公斤���，上的指标作为优选指 标
，

从 表

�
、

表 �可以吞出
，

无论用药量 或 浸 种 时

间
，

其最优组合均分布在 元和
。
范围内

，

所

占的频数 也较高
，

�目此
，

具体使用 八玛
‘

�生

根粉时
，

用药量浓度应在�一 ���川 范围内
，

浸

种日
、

�
一

间应放在�一 �
�

�小日�为
’

戊
，

同��寸应遵循

低浓度浸种��
、

�
‘

间长
，

高浓度浸种时间短的原

则
。

另外
一

也可以根据优选的方案具体实施
�

这样
，

对提高马铃薯产量起矛补
一定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