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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氮肥施用技术的研究

高 炳 德

�内 蒙 古 农 牧 学 院�

摘

志一

曰木 文对马铃薯经 济施肥量与上

要

前作
、

密度
、

灌溉等栽培条件的关 系进行 了

定登研 完
。

提供 了以 土测 值并炸合考虑其他 国素的氮把用量推荐表
。

还提供 了一个

根据基础产 量或产量 目标确 定 的氮肥用量简表
，
供 无测土条件时应用

。

旱作时
，

种

肥优 于追肥 � 有灌溉 条件时
，
结合现斧期 浇 水深施追肥则忧予种肥

。

深施追肥比表

施肥 �尿素� 提高肥效扮�
。

前 言

氮素营养是左右马铃薯产量和品质而不

易于调节的因索
，

合理施用氮肥是高产施肥

中最紧要的环节之一
。

国外
，

对马铃薯施肥

定量化研究早已开展
『，，月 。

由 于土壤氮素的

易变往
，

目前
，

还没有理想的测土方法
。

所

以
， 一

许多国家不用测土指导施用氮肥
‘�’ 。

但

是
，

在某些国家的小麦等作钧
，
己 能 通 过

土壤侧定对氮肥卿需要量提供有 价 值 的 指

导
「‘ ， 。

国内
，
对马铃薯的施肥定量化研究很

少
。

但对小麦
、

玉米等作物的测土施肥已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一� ’ 。

遗憾的是
，

多数

研究只考虑土壤
一

�土侧值�一个因索
，

对于

影响施肥量的品种
、

前作
、

密度
、

管 理 水

平
、

新技术应用等因素研究很少
。

这就使测

土施肥的配方有一定缺陷
。
近年来

，

我们对

马铃薯的施肥定量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综合研

究
，
试图使马铃薯的测土施肥更趋完善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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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常规的施肥技术
，
如施肥方式

、

方法及氮

肥品种等也进行了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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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分 析

试验条件和研究方法

以多年多点多因素田间小区试验及土壤

测定
、

回归技术进行施肥定量 化 的 研 究
。

测土施肥采用 国际上通用的研究方法
〔�’ 。

主

要步骤是
、

在相关值研究和校验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测土方法的筛选 � 以相对产量来校准

土测值的丰缺临界值 � 在田间氨肥适量试验

的基础上
，

应用氮肥效应函数和边际分析技

术确定最佳施肥量
，

并对土测值与最佳施肥

量的关系进行回归校正 � 制定测 土 施 肥 方

案
。

对于前作
、

密度
、

灌溉等与施氮量的关

系
，

也在田间小区试验的基础上
，

应用氮肥

效应函数进行定量分析
。

据此
，
再对测土施

肥方案进行调整
。

田间试验是在呼和浩特平原区进行的
。

多年来在不同条件下
，

布置了氮肥适量试验

��余个
，
一般肥效试验��个

。

对供试土壤测

定。����� 土层的有机质含量 �重铬酸钾容

量法�
、

全氮量 ��
����一���

�

消煮
、

蒸 馏

法�
、

碱解氮 �扩散法�
。

供试品种为同薯 �

号
。

氮肥施用方式和方法的研究也是采用 田

间小区试验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 方 法 完 成

的
。

一
、

关于施肥量

确定合理施肥量是马铃薯氮肥施用技术

的核心
。

而评价施肥量是否合理常因采用指

标不同而有不同结论
。

通常有三个标准
�

一

是以夺取最高产量为目标的最高 产 量 施 肥

量 � 二是以获得每亩土地上最高纯利润为目

标的
“
最佳施肥量

” � 三是以获得肥料 投 资

最大利润为目标的最大利润率 施 肥 量
。

通

常
，

要满足肥料供应
，

使施肥量达到最佳施

肥量时
，

为社会为农户创造的经 济 效 益 最

局
。

�一�土壤肥力是影响氮肥用量的
一

首要

条件

我们应用测土回归定量法
【“ ’

研究了土壤

肥力与氮肥用量的关系问题
。

测土施用氮肥

的基础研究结果列入表 �
。

具体说明如下
�

�
�

测土方法的筛选
�

经过相关性研究

�分析土测值和马铃薯吸氮量之 间 的 相 关

性� 和校验研究 �分析土测值和氮肥效应之

间的相关性�表明
，

内蒙平原灌区可以用土

壤碱解氮含量或全氮量 �二者选一即可�作

为测土施用氮肥的化学指标
。

表 �
�

土壤氮素丰缺指标 及测土施用氮肥推荐表

肥 力 等 级 极 低 高 极 高

相对产量 ��� ��� ������ ��� �� ��� �� � ���

全 氮��� ��
。
�� ��� �

。
��� ����� �

�

��� ����� � �
�

�肠

碱 解 氮印�爪 � ��� ��� �� ������ ���� ��� � ���

最佳施氨量 �公斤�亩 �

氮肥利用率 ��� ����� ��� �� ��� ��

���������曰�
目

，��口����吧��侧�，�
一�

自 口品 月�

��， �

��
，州��切��洲�曰曰���曰��曰圈��曰� �

一
� ，�����‘ 到��������

�
��

� �����曰����曰���曰��������������������曰

一
�� 健���曰�山���� ��口� ���‘ 曰 ���� 翻曰‘ ����， ��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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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供氮丰缺指标
�

国际上通常用

上测值与作物相对产量之间回归图或回归方

程式确定土壤肥力丰缺指标
。

并规定把相对

产量��
、
�。 、

�。所对应的
�

�测道作为土壤供

肥力低
、

中
、

高的临界值
。

马铃薯相对产量

���与土壤碱解氮含量 �二 �之间的回归

方程式为
� � 二 ���

·

�“ 谬
，

土壤碱解氮

产全︵公斤�︷︶田

低
、

中
、

高的临界值分别为��
、
��

、

������，���

土壤全氮量 �二 � 与相对产量 �夕 � 之问的

回归方程为
�

一 ���
�

�。 。

岁
� ，

全 氮 量

低
、

中
、

高的临界值分别为�
�

���
、
�

·

����
、

�
�

���肠 �有的细分为 �级�
。

�
�

根据土测值确定最佳卫施 肥 量
�

首

先
，
为田间氮肥适量试验结果配置氮肥效应

回归方程
。

函数模式的确定是先采用联合国

粮农组织推荐的二次式
“ ’ ，

不能拟合时再配

置 �
�

�次式
【邵

。

接着
，

根据氮肥效应方程求

出最佳施肥量
。

然后
，

对土测值与最佳施肥

量的关系进行回归校正
。

上壤碱解氮 ��
�
�

与马铃薯最佳施氮量 �� � 间的 回 归 方 程

为
� 夕 � ���

、

�一 ��
�

� ���，� 全氮量 ��
�
�与

最佳施氮量 �夕 � 间的回 归 方 程 为
� � �

一 ��
�

�一 ��
�

���� ‘ �。

根据回归方程
，

可求出

任何土测值对应的施肥量
，

当然可以列出测

土施肥表
。

从表 �看出
，

氮肥经济用量
、

利

用率与土壤肥力呈反相关
。

在肥料供不应求

之际
，

将肥料用在中低产土壤是提高氮肥利

用率较为适宜的
。

肥力过高的土壤要少施或

不施氮肥
，
防止施氮过量造成马铃薯徒长

，

既降低产量
，

也影响品质
〔 ‘ 。 ’ 。

�二� 影响施氮量的其他 因素

土壤条件是决定施氮量的主要因素
，
但

不是唯一因素
。

对其他 因素的影 响 不 能 忽

略
。

�
�

前作 前作是豆科作物
，

对上壤氮

素消耗极少
。

若是甜菜则对氮消耗很多
。

特

别是对心土层的消耗十分严重
‘
川

。

前 作 施

肥情况影响也不同
。

若施用大量有机肥
、

氮

肥
，

次年氮素供给就多 �心土
、

底土有硝态

氮之累积�
，

前作不施肥
，
土壤供氮力 则 降

低
。

以上差别只测耕作层全氮
，
而碱解氮含

量是难以察觉的
。

这就需要根据前作种类和

施肥情况
，

对测土施肥量进行调整
。

图�是高肥力土壤上
，

甜菜茬和马铃薯茬

的氮肥效应曲线
。

甜菜茬无肥时产量低
，

但对

氮肥反应 良好
，

最高产量施肥量每亩 �
�

�公

斤
。

马铃薯茬无肥时产量较高
，

氮肥效应不

明显
，

最高产量的施肥量每亩仅 �公斤
。

�
�

�人�
·

� � ��
�

� ��
�

�

施氮没 忆扮斤�亩�

图 �
�

不 同前茬的氮肥效应 曲线
马铃薯茬 ， �

�

甜菜茬

�
�

灌溉 水分条件是影响氮肥效应的

极重要的因素
。

现蕾期开始的块茎形成阶段

是马铃薯需水的临界期
。

现蕾期浇水与整个

生育期不浇水的氮肥效应函数及有关指标列

入表 �
。

旱作时
，

氮肥效应较差
，

最佳施氮

量每亩 �公斤左右
，

每亩纯收益�����元
，

氮肥利用率�� 、 �� 纬� 现蕾期浇一次水
，

最

佳施氮量每亩���公斤
，
纯利润每亩��、 ��

元
，

氮肥利用率����� �
。

本文提供的测土施

肥结果是现蕾期浇水条件下取得的
。

用于旱

作时
，

要进行调整
。

�
�

密度 密度的高低左右着光合作用

效率
，
影响土壤产量潜力的发挥

，

进而关系

到氮肥的效应
。

试验表明
，
密度在每亩����

株和 �。 。 。 株条件下
，
氮肥效应函数截然不

同 �见表 令�
，
密度声每亩 ���� 株提 高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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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
，

每亩�。 。�株左右 � 有更耐肥的品种 �

前作是甜菜或高粱
� 希望通过综合措施达到

更高产量 目标者
。

�
�

下列情况之一者应用低档施肥量
�

前作是豆科作物或大量施用有机肥料者 � 只

能进行贮水灌溉
，

珑蕾水役 咪 证 者 � 囚 盐

碱
、

杂草
、

病虫危害限制产量潜力发挥者
�

肥料涨价而产品没提价者
。

表 �
�

马铃薯氮肥用量推荐表 �公斤�亩�

月巴 力 等 级 极低 极 高

碱解氮����� ��� ������ ���� ��� ���� ��� � ���

高档施氮量 ����

低档施氮量

中档施氮量

��‘ 咭�二‘ 二‘ ‘ ��‘ 召�‘ 刁‘ �喊 压 ‘二主
� �己�‘ �‘ 二�‘ ‘ �‘ �‘ 刁��刃曰�曰 ‘ ����� ‘ �‘ ‘

������‘ ��曰���
�‘ �曰��‘ 刁二“ ‘ ‘ ‘ 动�舀曰‘ 司�司‘ 不‘ �训“ 曰�‘ ��‘ ����‘ �曰‘ 二 而�困‘

一
‘ “ �
�

�声�‘ 目 日

一一
‘ �曰

加冲�‘ �
�

�
‘ ，，‘目

�
� ‘ � ‘ 硕� �

�
�

边

一
五

�
场�州 山 ‘ � � 一� ����目山 ‘ �‘ ��‘ ��口�

�四� 以地定产
，
以产定肥

“ 艺，

当无测土条件时
，

可采用 以地定产
，
以

产定肥的方法确定施氮量
。

其办法是建立土

壤基础产量与施肥最高产量间的经验公式
，

根据基础产量算出产量 目标
。

我们用呼市平

原区��个肥料试验
，
以双曲线为函数模式

，

求出马铃薯基础产量 �二 �对施肥最高产量

以通过下式以产定肥
。

窦乙肥用量�公斤�亩�

�
�

������一 ��

��

�夕 �间的回归方程为
� � 二

�����

���� �
�

���义
’

� � �� 。 ，
�“ 二 。

�

��� �产量用每亩公斤表示

算出的回归系数�
。

将基础产量 代 入 二 值
，

就可求出产量 目标 �值
。

有了产量 目标则可

式中
，

�
�

����
“ “ ，

—生产 �公斤薯块 需 氮

量 �公斤��

�—产量指标 �公斤�亩��

戈—基础产量 �公斤�亩��

��一一氮肥利用率
。

根据以上公式和氮肥利用率
‘ “ ，，

将不同

土壤基础产量的产量 目标及施氮 量 列 入 表

�
，

供无测土条件的水浇地应用
。

表 �
�

根据基拙产量预 测产量指标 及其施氮量 �公斤�亩�

基 础 产 量 ��� ���� ���� ���� �〕�〕

����

口 �
�

口
一。

一

�������一产量指标 ���� ����

施肥量 ��� �
�

� �
。

�

了性、子

�
、

，
�科中

高档

�
产量指标 ���� ���� ��日 �几��

施肥量 ��� ��
�

�
。
� ��

。
� �

。
� �

�

� �
。

� 比
。
�

二
、

氮肥施用方式

马铃薯的氮素苦弃期大体上是 �的 天
。

其吸收动态规律是
‘ ’ “ ��

苗期
，
吸收总氮量的

儿 �� 块茎形成兢
，
九�一 主甲吸氮强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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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水分条件对氮肥效应 的影响

年度 处 理 氮肥效应 回归方程
最高产量

施 肥 量
�公斤�亩 �

最佳施肥量
�公斤�亩 �

最佳施肥量时

产 量 纯利润
�公斤�亩 � �元�亩�

氮肥利用率
���

�� ����� ���
�

�� 一 ��
�

�� �
’
� ��

。
� ��毛� ��

。
��

�二 ����� ���
。
�了 � 一 ��

。
�� ���� ��

。

��

作水蕾现旱��
‘、吕省‘
�，

�石�︸�口�二

�
现蕾水 �二 ����� ��峨

�

�� 一 �
�

��么 �
。
�

�
。

�

��盛� ��
。
��

早 作 �� ����� ��
�

�� 一 �
�

�� � ���� ��
。

��

氮肥利用 率系指氮肥施用 聂为每亩 �公斤���时的利用率 ， 回归系数是产量用每亩斤表示时算出

表 �
�

密度对氮肥效应 的影响 �� � ��

最佳施肥量时

土圾
密 度
�株�亩�

觅肥效应回归方程
最高产量

施
、
肥 量

�公斤�亩�

最佳施肥 量
�公斤�亩� 产量

纯 利润
�元�亩�

氮肥 利用率
�写�

申

高

产

���� � � ����� ���
。
�� 一 �

。
���，

��
。
��

� � 寸��。 � ����

�� 一 �
�

���� ��
。
��

� � 透���� ���
�

�� 一 �
�

��玉 么

� � ����� ���
�

�� 一 �
�

��沉 �

��
。
��

�了
。
��

了‘，凡二�

般田

�

系指施氮量为 �公斤�亩 ���时的氮肥利用率

���。株
，
最佳施犯量提高�

�

���公斤
，
每亩

增产量提高�������公斤
，
每亩纯利润增加

��
�

����
·

�元
·

氮把刊用率提高��、 月纬
。

上 诉北水平 当有磷肥配合时
，
可以

显著提
�

苛氮肥的肥 欢
。

一般田上氮肥单施的

氮肥效应函数为
�� � ����� �弱

�

�� 一 �
�

�扩
，

其最佳施氮量为唾亩 了
�

� 介斤
。

而有磷肥配

合时
，

氮肥效应
�

面数 勺
� ，�� � ����十 肠�

�

�� �

�
�

�厂
，

最佳施氮 黄为每亩 ，公斤
。

�三�氮肥方砂月量的推荐

以上诸因素 中
，

上壤明影响是主妥的
，

不同土壤之问施氮量最多相差每亩��公斤
。

第二位灼 决不 分舀素
，

浇水与不浇水之同每

亩可相差 �
�

�公斤
。

再次是密度
、

前作
、

磷

肥配合等
。

此外
，

粮食的单价与肥料的单价

也影响最佳施肥量
，
当粮食价格低

，
肥料价

格
�

匕涨时
，

可适当降低施肥量
。

反之
，
则应

当适当提高施肥量
。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

施

肥量都不应超过最高产量施肥量
。

我们以测土施肥研究结果 �表 ��为主

要根据
，

结合其他影响因素
，
将推荐施肥量

分为
�

苟
、

中
、

低 �档 �表 ��
。

对其编 制 和

应用说明如
一

下
�

�
�

测上施肥的田间试验是 在 水 浇 地

�贮水灌溉
‘

�次
，
现蕾期浇水 �次�

，

密 度

为每亩�。 。 。株
，

不施有机肥
，

管理水平中等

的条件下完成的
。
将表 �的结果列入推荐施

肥表的中档
，
一般的农户可用中档施肥量

。

�
�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用 高 档 施 肥

量�
栽培技术有明显进步者

，
如采用宽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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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
，
吸收总氮量的���� 块茎增长期吸

氮强度仍然较高
，
吸收总氮量的��肠� 淀粉

累积期吸氮强度下降
，
吸收总氮量的��

。

根

据这种需要
，

氮肥的施用应该采用基肥
、

种

肥
、

追肥相结合的方式
。

基肥满足整个营养期

对氮肥的需要
，

种肥满足苗期
，
追肥满足营养

盛期之需要
。

内蒙地区马铃薯多采用犁开沟

后点籽的办法
，

结合播种将有机肥料一并施

入省工省事
，

兼有种肥
、

基肥之效
。

氮肥是

结合播种作种肥好
，

还是结合浇水 �降雨�

作追肥好
，

要视条件而定
。

田间试验表明
，

在生育期中有灌溉条件

时
，
氮肥用于现蕾期深施追肥比作种肥平均

每亩增产 ��。 公斤
，
达 � � 。

�

�� 的 显著 水

平
。

追肥的氮肥利用率平均�了�
，

比种肥高

���
。

生育期不浇水时的氮肥效应
，

种肥显著

优于追肥
。

结论是
�

水地马铃薯
，
氮肥作现蕾期追

肥
，
有机肥结合播种作基肥 � 旱地马铃薯

，

氮肥要以种肥为主
，
看天追肥为辅

。
碳按

、

尿素作
一

冲肥时
，
应特别注意肥料种子不见面

的原则
，

要相隔 �厘米以上
，

严防烧种
。

追

肥应结合培土
，
以穴深施

。

三
、

追肥以穴深施

人们对碳按的深施覆土比较重视
，

对尿

素往往表施
。

我们的试验表明
，
尿素深施与

表施的肥效有显著差异
。

深施比 表 施 平 均

�� � �� 每亩增产 ��� 公斤
，
氮肥利用率达

���
，
比表施提高 ����

每亩纯 收 益 ��
�

�

元
，
比表施高 �

�

�元
。

追肥时以苗穴施后
，
结合培土即可达到

覆土的作用
，
并不费工

。

凡馁态氮肥皆应以

穴深施
。

四
、

氮肥品种的选择

人们普遍认为
，
马铃薯对按态氮肥的反

应优于硝态氮肥
，
而按态氮肥中又 以硫馁较

为理想
。

近年来
�

有些同志认为
，
旱地马铃

薯以碳按作种肥效果最好
。

一些资料报道
，

碳按的肥效要高于尿素 �倍以上
，

高于硝按

�倍以上
。

我们的试验表明
，
碳钱

、

尿素
、

硫按的肥效无显著差异 �表 ��
，
它们 都 是

马铃薯适宜的氮肥品种
，

是同样有效的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然认为

，
马铃薯利用

碳按作种肥 �相隔��了厘米�是一项行之有

效的措施
，

应该继续推广应用
。

因为我国生

产的氮肥品种主要是碳按
，
用于马铃薯种肥

巧妙地解决了碳馁的深施问题
，
而又不费工

本
。

并不是碳按作种肥的肥效比尿素或硫馁

好
。

表 �
�

不 同品 种氮肥 的产量 �公斤�亩�及增产效果�专亩施氮 �公斤�

����年 ����年
重复

对 照 碳钱 尿索 硫 铰 于炭按 尿素 硫钱

����﹃��������一川
竺��� ����

���� ����

���� ����

」��� ����

吧侧���

���� ���� ���

���

���� ����

���了 ����

沁︸门︸沁阴洲皿红舒

平均

增产�公 斤�亩 �

一公 斤�增产 �公 斤�

�飞 ��� 杏��

一 了于
。
� ��

显著性测定
�
碳钱与尿素间 亏白 硫按与尿 素�旬 �� 工

�

工��

� �� �� ��

硫钱 与碳钱间 �二 �
�

了�
。
差异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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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在氮
、

磷
、

钾肥料三要素 中
，

氮肥施用

的定量化更显重要
。

由于国内外至今还没有

象磷
、

钾那样的理想的土壤氮素测定方法
，

所以许多国家的侧土施肥不包 括 氮 肥
。

看

来
，

在近期内
，

在全国甚至全省范围内确定

一个统一的测定土壤氨素的方法以指导施肥

是困难的
。

但是
，

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
，

找

出各自适用的测土方法是可以办到的
。

比如

碱解氨含量 �包活硝态氮�
，
不仅被我 们 的

试验证明是一个和 车初吸氮量 以 及 氮 肥 效

应有较好相关性的测定指标
，
而 且 也 被 吉

林
‘了’ 、

湖北
、

山东
、

河南等省区的试验研究

所证明
。

测土施肥可以减少施肥的盲 目性
。 ·

土资

测定是实现施肥定量化的主要依据
。

但是
，

我们不应该忘记
，
土壤吧力不是决定施肥量

的唯一因素
。

如何以土测值为主线
，

指出其

他主要影响因素与施肥量之间的定量关系
，

建立一个反映综合因素的施肥方程
，

是我们

应该研究的课题
，。

本文给同一土 测 值 提 供

高
、

中
、

低 �个施肥量
，
扰是一种解决问题

的半定量过渡办法
。

有待进一步向定量化完

善
。

在水浇地上
，

结合浇犯考水 以穴深施氮

肥是提高氮肥利用率的好方法
。

旱地则应结

合播种作种肥施入碳按
、

尿素或硫按均可
，

肥效无明显差异
。

参 考 文 献

〔 � 〕� �

�
�

�����
�《高产施肥今，

科学 出翅之社
，����

。

〔 么 〕 �
�

�
�

�����
，
�
�

�
�

������ �
上壤测定 和 植物分析

，

农

业出�饭社
，
����

。

〔 � 〕周鸣铮 �
测土 施肥的科学基础

，《土壤 �互报 》 ，
巧 卷

，
�

期
。

〔 � 〕 〔澳〕� �

�
�

伊文思著
� 《 化肥手册 》 ，

农业出版社
，
王��项

。

〔 � 〕黄德明等 �
北京郊区测土施肥技术的研究

，《华 北 农 学

报》 ，
第 �卷

，
第 �期

。

〔 � 〕高炳德
。
内蒙平原灌区春小麦测土 施用磷肥 的研 充

，

《土壤通报》 ，��卷
，����，�期

。

〔 �〕周柑澄
一

等
� 吉林省主要早 田土终有效 觅测定方 法探 �寸

，

心土坡通报》 ，����，�。

〔 台〕高炳俗等� 内蒙平原灌区测土施用氮肥的基础研 究
，

《内蒙农亚科技》拱���
，
�

。

〔 �习高嫉德�
应用氮肥效应 函效对马铃薯最 违池肥 量 的 研

究
，《马铃薯》 ，����，�

。

〔�� 〕高炳德
�
乌铃薯产量形成与营推条件的关系

，《 马铃 瞥

杂志》 ， �，��，�。

〔��〕过琦�
甜莱对氮素吸收量 的研究

，《 甜菜松 业 件 技 动

态》 ，
���劝

。

〔�幻高烦德
�
应用养分平衡后对 马 铃

�

不配方 施肥 的研 充
�

《内蒙农牧学院学报 》 ， ����
。

〔��〕商炳德 �
马铃薯营养特性的 研究

， 、 ‘

马铃薯办
，�红��渔

，
�

。

写�
、

�少�� 二��
‘

��� ���������� �� ��
�
叹八��

�丁二��工上
、

���� ����������� �� ���人
厂

��
�

二�

��� ������

���，�� �
，

沁卜
�、�泛。 ，

�，
、 �丁。

，
�� ‘ 。 �� ��������� �� ��� �������� � �几〕 � ，���了

，
����。 乍飞

‘ ���

��������

�
’

��
、 �

一

��� 于�。 。�����， �。 ��� ��� ������� ���������� �����������

� 、。 �������� ��� � 、 ，��� � �

�且

�� ���� �������
，
��������� ����

，

�����

��� �� �� ������

�工� ‘�

� ���

���
�

� 泣 �

�� ‘ �，���� �

忍������ ��，�、 �����
�

� ����� �� ��� ��� ��� � ��七

���� � � 工 。 〔� �� �� ���� ������ ��� �������� �� ��������� �� ����

����主� ����

������ ��� ��

�� ��������

�� � �，� � ��



峪 马铃薯杂志
，
第 么卷

，
第 �期

， ����

辽宁省马铃薯繁育体系建设研究报告

张和鸣 执 笔

�火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摘 要

兰立 健 全良种 紫育体 系
，

是推广应 用脱毒薯的必妥条件
。
�年 来

，
木溪所 已 完

成高 上，地 区 �级繁育体 系的研 完� 大连所建立 了春 繁夏播 �年 �级 的繁育 体 系�

蚕业所建立 了冷藏夏播 �级繁育体 系
� 建平示 范场建立 了高海拔 �级繁育体 系

。
以

上 �种休 系各具特 色
，
为推广况毒薯提供 了可行 的模式

。

利用脱毒薯可以成功地避免由于病毒浸

染而引旅马铃薯退化
，
已为国内外科研和生

产实践所证明
。

但是
，
由于脱毒薯也能再次

感染病毒导致减产
，

因此
，

建立与健全相应

的繁育体系
，

延长脱毒薯的使用年限
，

这是

推广应用脱毒薯的必要条件与很本深迁
。

����年
，
辽宁省科委下达 了

“
脱毒马铃

薯开发研充
‘ ，
课题

，

并组识以本溪市马铃薯

研究所为主 的协作攻关组
，

重
�

点研究在我省

不同地理气候条件下的代表地区
，

建立切实

可行的繁育体系
。

按照原订计划的安排
，
�

年来
，

本溪所 已完成高山地区 �级繁育体系

的研究
，

建立了脱毒薯的 �级繁育体系
� 大

连所建立了春啥夏播 �年 �级的繁育体系
�

蚕业所建立了冷藏夏播 �级繁育体系
�
建平

示范场建立了高海拔 �级繁育体系
。

以 仁�

种休系各具诗 二
，

为全省推广繁育脱毒薯提

供了可行鼠棋式
。

���������厂������ ，�，��
·

���� �� ��� ���� �� ‘一
� � ��

� � ����� �� ，
� � � ��互恶。 ���� 入�

�

� ���� ��、 匕�。 �� ��� ���� �� �
、�� �� ����� � � ��� ������ 了���生 。 � 了��主� 艺亡。 、����。 �� ���� �。

���� 工�。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 ��
� ‘

��� ���住��� �、����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认

·� ��� ， ���� ��� ���� � �� ��泣� 全� ��� ���乳 仁� �� �� ��� 、�� � ����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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