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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小薯种用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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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

公户

口

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
，

我们逐步对马铃

薯小薯的种用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

本试验研

究了利用小薯作为种薯
，

以解决种薯不足
，

有利保种
，
加速扩繁

，

并通过一定的补助楼

施
，
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

为摸索小薯作种
，

探讨��克以下小整薯

的实用效果
，
我们从���������年在海城县

腾鳌镇永安科研队傲了不同小薯对比及其育

关主要因素的栽培试验
，

获得很好灼经济效

果
。

三年来试验结果表明
�

功 、 刊克约无病
小薯作种经济效果好

，

可以省种�。����
，

提高产量
‘〕

�

�� �铆名
，�

其中以 �� 克小萝
�

录经

济
，
比切块增产邵

�

��
。

二
、

试验内容及过程

�
， �

����年采用克新 �号品种
。

通过正

交试验法测出
�

小薯可作种用
，

种薯大小��

克以下最经济
。

主要配合措施是栽前催芽
，

密度为����������厘米
、

每亩增施��公斤草

木灰钾肥最佳
。

�
�

����年采用省农科院育种所提供脱

毒的辽铃 �号小薯作试材
。

取 ��
、

��
、

切和

��克小薯与切块对照
。

结果看出
�

小薯比切

块单产高 � 不同重量约小薯进行比较
，

有重

量越大产量越高的趋势
。

通过变量分析
，

各

处理间的差异极显著
。

但小薯越重
，

经济效

果越低
。

同时
，

又通过正交法试 验 结 果 看

出
�

小薯在��克以下 果取育苗或催大芽
，

密度为�了又 ��厘米
，

在补充氮
、

钾肥的条件

下
，
增产幅度最大

。

�
�

����年仍采用省农科院育种所辽铃

�号 �二水子�
。

参考荷兰资料
，
按直径��

��
、
�����

、
�����

、
��、 ��、

�����毫米

树算其重量
，
分别找出��

、

��
、

巧
、

��和 ��

宽弓个等级
，
以切块 ���克� 为对照

。

进一

步姗证小薯的种用效果
，

并探索能够增产的

原霭
。

三
、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丫
�乓

乖伺添薯叶面茶数
、

光合效率与产

量的关寨
从表�看出

� ①叶面系数大小随着小薯

表 �
�

不 同小薯叶面 系数
、

光合效牟与产量的关 系

处 理
�克�

叶面系数
�层�

�� �
。

�父

�� �
。
��

�� � ��

�亏 �
�

��

�� �
�

��

�� �
。

��

光 合 效 率
��

、
��、

小 时�
单 产
�公斤�亩�

商品率
���

，碑���������盯能����切块

小薯

小薯

小薯

小薯

小薯

�
‘

��

�
。

分�

口
、
一

份续

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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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
、
导会

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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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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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通珍大而越高
� ②光合效率 �切块除外�

则随看叶面系数的增大而减少
。

其中以最小

的 王。 克小薯光合效率最高 � ③ 单产和商品

率
，
以�����克的 �个处理相近

，

其中��克

的产量最高
，

但商品率最低
。

切 块 单 产 最

低
，
但商品率最高

。

综合分析叶面系数与光

合效率的关系看其产量是
�

叶 面 系 数 ��

�
�

�
，

光合效率在 �
�

����
�

�� 是理想范围
，

其产量在 ����� �吐。 。 公斤
，

商品率 在 ���

���� 拍克以上
，

叶面系数高 �比��克的高

�倍以上�
，

但光合效 率 低 �比 �� 克 的 低

�、 �倍�� �� 克单产虽高 ，

但光合效率和商

品率最低
，

说明叶面系数 高
，

贪 青 徒长
，

叶面遮阴
，

造成叶面积的浪费
。

�
�

产量结果分析

经变量分析结果表明
，

处理间产量差异

极显著
，
如按产量高低排列

，

并根据 ��平

准 二 �
�

��
、
��平准 � ��

�

��表示
�

��克的小

薯比其它小薯的产量都高
，
差 异 极 显 著

。

��
、
��

、
��比��克和切块极显著

，

��克比切

块显著
。

可见
，

采用小薯栽培好于切块
。

但

是
，

根据实收产量结果表明
�

切块实收超过

��克以上的商品率 �大
、

中 薯� 最 高
，

占

��
�

��
。

小薯��、 ��克占������
，

以��克

最低
，

仅 占���
，

因而影响收入
。

�
�

经济效果

表 �
�

不 同小薯经 济效果表

处 理
�克�

切块 ��

小薯 ��

小薯 ��

小薯 ��

小薯 ��

小薯 ��

单 产
�公斤�亩�

，�丈 入
�元�

���
�

��

���
�

��

���
�

��

���
�

��

���
�

��

���
。

��

种薯支出
�元�

净 收
�元�亩�

用 种 量
�公斤�

气��克 比
���

净单产
�公斤�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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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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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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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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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从表 �看出
�

单产的增加对于收入的增

加有相关性
，

但 由于用种量的不同
，
反映到

实际收入是不相关的
，
即小薯越重

，

支出越

多
，

如��克每亩用种�������公斤
，

超过��

克小薯的 �
�

�倍
，
致使收入最低 �每亩收入

���元 �
，
比��克小薯实收入少��元

。

四
、

小 结

�
�

种薯在��克以下范围内
，

种薯大
，

产量高
，

用种多
，

经济效果低
。

说明不是种

薯越大越好
，
而是有个经济合适值

。

这个合

适值就是 �� 克以下的小整薯
，

特别 是 ���

“ �克的小薯较好
，

商品性的大薯登市
，

无病

小薯留种
，

没有浪费
。

�
�

从产量效果看
，

整薯栽培好于切块

栽培
，

一般增产������
。

其主要原因是
�

① 小薯是后期产生
，

感毒机会小
，

退化轻
，

是很好的种薯材料 � ② 由于小整薯 作 种
，

每个薯都有顶芽
，

发挥了顶芽 优 势 作 用 �

③ 抗旱
、

保苗率高
，

适于机械播种
。

为了克服特小薯产量偏低的问题
，

根据

正交试验结果推断
，

在 目前栽培条件下
，

选

择最佳条件是
� ① 采用 ����� 克大小的作

种薯
，
超过��克以上的从顶芽部开刀一切两

半 � ② 作催芽处理促早熟 � ③ 密度是�� 只

��厘米 � ④ 增加钾肥
，

配合氮
、

磷措施充分

发挥小薯的增产潜力
，

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
。

本试验研究结果
，

对于大量利用小薯
，

扩大留

种和应用
，

推广小薯栽培技术
，

解决我市秋菜

茬 口和秋淡季供应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