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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丘陵沟壑区旱梯田马铃薯氮肥

经济用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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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铃薯生产水平的提高
，

化肥用量

随之增加
，
侮亩耕地的活劳动及物化劳动投

入愈来愈多
。

本研究旨在从提高经济效益的

角度出发
，

探讨陕北丘陵沟壑区早梯 田马铃

薯生产中物化劳动化肥的投施量
，

降低劳动

消耗
，
从中找出规律

，

建立氮肥投施的最佳

方案
，
用尽量少的化肥投入

，

生产尽量多的

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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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马铃薯生育期降水仅为历

年同期平均降水的��
�

��
，
而且时间分配极

不均匀
。

表现在
� �月下旬至 �月上旬苗期

无有效降水 ， 块茎形成期
、

块茎膨大期的 �

月下旬至 �月中旬又无有效降水 � �月下旬

虽有较多降水
，

但流失多 � ��月上
、

中旬又

无有效降水
，

使块茎形成期
、

块茎膨大期长

时间处于严重干旱状态
，
导致马铃薯生产形

成历史上少有的减产年份
。

� 试验设计及墓本情况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什 法
，

设 �
。
�氮

的角标数为每亩施用纯氨 公斤数�
，
�

‘ � 。 ，

�
�

�

�，
�

��
� 。 ，

�
�‘ � ‘ �个处理

，

欢 复 �次
。

氮肥为尿素
，

随播种 �次施六
，
马铃薯品种

为忻革�号
。

试验设在米脂县泉家沟村如沿线

以上旱梯 田
， �

��壤为黄绵土
，

有机质�
�

���� �

每 ��� 女 仁中含水 解 氮 �
�

����乙
，

速 效 磷

�
�

����，、终� 速效钾含量为 ���
�

�������
。

� 马铃薯生育期气象情况

陕北如状丘陵沟壑区属干旱 半 干 旱 地

区
，

作物生长在山地梯田
，

一般全靠天然降

水
。

本试验无灌水条件
。

从����年及历年马

铃薯生育期平均降水看
，
分别为���

�

���
、

� 试验姑果与分析

产量结果

施 �量与亩产�内关系见表 飞
。

表 � 不 同施 �处理 的马铃薯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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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以直观看出
，

随着氮肥用量的

递增
，
马铃薯亩产由低到高

，
再到低

，
呈抛

物曲线形
，

其中以亩施纯氮��
�

�公斤时马铃

薯产量为最高
。

为了准确的反映亩施纯氮量与马铃薯亩

产量之间的关系
，
对表 �数据进 行 回 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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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求得回归方程为

�

夕二 ���
�

����� ��
�

咒 ��� 一 �
�

�邢�妙

经方差分析
，

模拟方程的 �值为��
�

��
，

大于 �
。 � 。 。 二 ��

�

��
，
说明该模拟方程的可信

度在���以上
。

由方程二次项系数大于零可知
，

亩施纯

氮量在由 �一��
�

�公斤递增过程中
，

马铃薯

亩产量存在最大值
。

故对方程求一阶导数
，

并令其等于零 即可求得其 最 大 值
，

解之

得
�

丫� � � �艺
�

�����亩

经济录佳施氮量
，

解

丫�、 。 。 �� �
�

��

之得
�

��。 �亩

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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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
马 铃 薯 的 最 高 亩 产 量为

����
�

��上���亩时的相应施 纯 氮 量 为 ��
�

��

公斤�亩
，

施氮量超过 ��
�

��公斤�亩
，
导致

马铃薯减产
。

从经济施肥的原则出发
，

必须将氮肥的

价格和马铃薯的价格纳入
，
进行边际效益分

析
，

氮肥按综合价�
�

�元�公斤纯氮计
，
马铃

薯按市场价 �
�

�� 元�公斤鲜薯计
，

可算得施

氮肥的边际效益
。

如表 �
，

边际效益最大时

亩施氮量为 。 一通
�

�公斤
，
当亩施氮量超过

�
�

�公斤后
，

边际效益为负值
，

根据边际平

衡原理
，

当尸
� ·

刀“ 二 尸�
�了夕 时

，

总体效益

址大
，
这时的施氮量为经济最佳施量

。

故令

方程的一阶导数等于边际价格比
，
即可求得

�
，，�。 ��� ����

�

�退��只�亩

也就是说
，

经济最佳施氮量为每亩�
�

��

公斤�亩
，

折合尿素 ��
�

��公斤�亩
，
对应的

马铃薯产量为 ����
�

�� 公斤�亩
。

根据本试验结果
，

陕北命状丘陵沟壑区

早梯 田马铃薯理论最高施氮量为 纯氮 ��
�

��

公斤�亩 � 经济最佳施氮量 为 纯 氮 �
�

�� 公

斤�亩
。

目前该地区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

户
，
施肥量已超过或接近经济最佳施肥量

，

但从整体看
，

木地区马铃薯施肥量还远低于

经济最佳施肥量
。

因此
，
本试验结果对目前

及将来马铃薯生产中化肥的施用 具 有 指 导

作用
。

�
�

� 性状结果

施氮量与单株结薯数呈高度正相关

�见表 ��
，
其相关系数为 ” � �

�

����关气

表 � 施氮量与单林结薯数
、

单株大于

���克块 茎重
、

�幼口�， 眨洁“ �‘ 匀‘� ‘，

�产�

株高的关 系

处理项 目 �� ��
�

� 全��
�

� �玉�
�

� ���一

一
�

一
，‘ �

�一
�

一

�
目 �

��

一单株结薯数 �
�

�� ，

单株大于 ���克 �
�

���� �，

的块茎����

株高�己�� ��
�

� ��

�� �
�

�� 丁�
�

��

�乏��� �
。
��应� �

�

���� �
。
����

�
之

�
�

� ��

�� �� 曰� �‘ ������‘ ‘
��，���������甲��

���口�� 曰���������

一
�� ，�� 卜 ‘ 户

表 � 马铃弃增施 氮肥边际 效益

�以�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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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施纯氮 �公斤�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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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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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量 �与长薯
产 量

增 施
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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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量与单株大于 了�� 克的块茎的

重量呈度正相关 �� 二 �
�

���透勺
。

每增 施纯

氮�公斤�亩
，

侮株大于 ��� 克重的块茎重量

增加�
�

�����公斤
。

施氮量与株高也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 � 。 �

���什�
。

每增施纯氮 �公斤�亩
，

株

高增高�
�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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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铃杆杂 �万�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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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我省马铃薯增产措施

梁 远 发

�四川省农科 院作物所 �

我省马铃薯栽培面积约 ��� 万亩左右
，

居全国 首位
，
主要分布在边远地区

，
是山区

农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

由于它不但具有全面而 丰 富 的 营养价

值
，

而且在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内有较高的

生产率
。

同时植株矮小
，
生长期短

，

产量形

成速度快
，

可与其它作物间套种植
，

以充分

发挥土地
、

光能的潜力
。

因而
，

近年来随着

生产的发展
，

其单产量种植面 积 均 有 所上

升
，
但就我省的现状分析

，
生产 上仍有增产

潜力可挖
。

� 我省马铃薯生产现状

我省主要产区气候冷凉
，
雨量充沛

，
有

适宜干马铃薯生产发育的良好条件
。

但作为

一种高产作物
，
单产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

上 ����公斤左右�
，

和世界上一些主产国家

相比
，
差距很大

，

在荷兰
、

瑞士平均
一

单产

已达 ����公斤�亩
，

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平

均
一

单产为 ����一����公斤�亩
，
他们除具有

适宜于该地区栽培定型化的优 良品种
，

并制

定出一整套规范化的栽培技术外
，

同时还有

健全的良繁体系
。

种薯生产标准和严格的检

验制度
。

由于这些留种保种措施
，
有效地提

高了种薯质量
，

提高了单产水平
，

并延长 了

品种使用年限
，
有些品种

，

如美国的
“
布尔

班克
” 、

荷兰的
“
宾杰

”
甚至在生产上使用

百年而不衰
。

马铃薯是一种容易受多种病害侵袭的作

物
，
我省导致马铃薯严重减产的病害至少在

�种 以上
，
其中晚疫病

、

病毒病
、

青枯病以

及局部地区的癌肿病等等都严重的影响到产

量的提高
，

青枯病于近��年来 已发展成为生

产上严重影响产量的病害
。

晚疫病的危害
，

仍然是提高产量的一大障碍
，

此 病 发 病迅

速
，

且生产 上一般没 有采取防治措施
，
����

年春季
，

川西平原边沿 山 区
“
疫 不 加

”
品

种
，

估计损失���产量
，

川东今年发生也较

重
。

病毒病虽不及以上病害发展迅速
，
然而

其严重性在于它极易感染
，

常年发 生
，

日积

月累地影响了产量而不易引起人们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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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依本试验结果
，

陕北丘陵沟壑区旱梯 田

马铃薯的经济最佳 施 肥 量 为 �
�

始 公 斤 纯

氮�亩
� 最高施肥量为 ��

�

�� 公斤纯氮�亩 �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 一

单株结薯数
、

单株大于

��� 克重的块茎的币量
，
株高显著或极显著

的增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