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铃落杂志
，
第 活卷

，
第 �期

， ����

马铃薯整薯短壮芽秋播保种的研究

蒲中荣

�陕西省安康地 区 农科所�

前 言

马铃薯秋播留种能减缓退 化
，
提 高 产

量
，

这是科学实验和大田生产证实了的
。

但

是
，

农民很少采用秋薯留种
，
主要是秋季无

霜期短
，
特别是中高山区春薯收获迟

，
秋直

播发芽慢
，
出苗迟

，
烂薯多

，

缺苗重
，

浸种

催芽病害容易传染
，
常见的细菌性黑胫病

、

环腐病
，

除种薯带菌传染外
，
流水是主要传

播媒介
，
浸种催芽发病率升高

，
加重种薯腐

烂
。

催芽播种遇栽培
、

气候条 件 差
，
出 苗

迟
，
产量低

，
限制了秋薯留种的 大 面 积 应

用
。

本试验利用整薯在秋
、

冬季或春季
，

保

持在弱光照
、

常温
、

干燥条件下育成绿色短

壮芽
，

在秋季播种
，
以研究对增 产 以 及 防

病
、

减轻退化的效果
。

材 料 和 方 法

�式验材料采形犯区大面积种植钓
，

我听

选 育的 王花 号 中熟品种
。

以平利县狮坪乡三

星村二组 ��了�年袜选系繁的 万�号品种的种

薯进行 以下 �个处理秋播
�

�
�

整薯短壮芽
。

将夏收的薯块头部
�
匀

上
，

一个布
一 个地摊 收庄弱光

、

干 燥 条 件

下
，

让其发芽
，
冬季零度 以下温度期盖塑料

薄膜保温
，

解冻后去掉塑料薄膜
，
将绿色短

壮芽保持到第二年秋播
。

�
�

整薯催芽
。

将夏收薯块置于通风
、

避雨
、

避日晒的湿砂床中催芽
，

薯块大部分

发芽后与整薯短壮芽同时播种
。

�
�

切薯催芽
。

将夏收薯块从顶部芽眼

处切成两块
，
放入清凉水中洗去切面粉质

，

捞出晾干放入湿砂床中催芽
，
薯块大部分发

芽后与整薯短壮芽同时播种
。

试验地设置在平利县狮坪乡 三 星 村 二

组
，
阳坡

，
海拔 ��� 米

，

平地
，
土壤均为黑

砂壤土
，

肥力上等
。

前作����年为马铃薯
，

����年为玉米套马铃薯
， ����年为马铃薯

。

田间设计采用随机区组 排 列
，
重 复 �

次
，

小区长 �
�

�米
，

宽 �
�

�米
，
小 区 面 积

�
�

���亩
，

行距��厘米
，

窝距 ��厘米
，
每小

区 �行
，
每行招穴

，

共��穴
，
开沟��厘米深

播种
。
����年

、
����年未施肥

，
����年每小

区施碳酸氮 。 、

丁�公斤
，

合亩施��
�

�公斤
。

气候条 片
� �，“ �、

����年雨水较适合
，

无霜期较 长
，
����年 �月下旬至 �月

、
��月

干早少丽
，

川月��日下雪
，

各处理茎叶被冻

死
。

试 验 结 果 分 析

�一�试验结果

各处理 �年产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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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来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 复

处 理

年 份

处理 � 年份

误 差

总 数

��
。
��

����
。
��

���
�
��

���
。
��

��
。
��

����
。
���

各处理间差异比较表

处 理 平 均 产 量

整薯短壮芽

整薯催芽

��
。
�

��
。
� ��

。
���

切薯催芽 ��
。
� ��

�

�二 �
�
�二

��显著相差值 �

丫
机误变量 � �

�

� �� �值 � �
。
����� �

。
��� �

�

���

�写显著相差值 �

丫机误变最
� �

�

� �� �值 二 �
�

����又 �
�

���� �
�

盛�今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

�
�

生育期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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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切 中薯催芽

�二� 结果分析

�
�

块茎产量增高
。

整薯短壮芽 �年平

均比整薯催芽增产 ��
�

���
，
比切薯催芽 增

产 ���
�

��
。

�
�

黑胫病株减少
。
�年平均短壮芽黑

胫病株�
�

�肠
，
比切薯催芽病株减少��

�

��
，

比整薯催芽病株减少 �
�

��
，

并减少了秋薯

春季栽培的发病率
。

据 ����年后双观察短壮

芽无病株
，

整薯催芽发病株为 速
�

��
，

切薯

催芽发病株为��
�

��
。

�
�

种薯腐烂损失率减少
。

整 薯 短 壮

芽烂薯率为 。
�

��
，
比切薯催芽降低 ���

，

比整薯催芽烂薯减少��
�

��
。

�
�

出苗期提前
，
出苗率增高

。

整薯短

壮芽比整薯催芽早出苗 �、 �� 天 ，
比切薯催

芽早出苗�� ‘ ��天 ，

有效地利用秋季适宜气

候条件长薯
，
利于提高光合作用产量

。

整薯

短壮芽出苗率达 弱�丈���
，
整薯催芽出苗

率为��、 ��纬
，

切薯催芽为������
，

解决

了早出苗
、

全苗间题
，
利于扩大秋播复种面

秋
，
减缓退化

，
增加经济收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