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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马铃薯品种特性与栽培技术

刘 梦 芸

�内蒙古农牧学院�

品种所表现的特征特性
，
不单纯由基因

所控制
，
而且也受环境条件的影响

。

不同的

基因表现在形态特征
、

生理生化上有差异
，

反映在对外界环境要求上有差异
。

所以
，

各

品种都有其自身的特征特性
，
都有其自身的

发展规律和对环境条件的独立要求
。

只有环

境条件适应生物体的生育规律
，
满足生育过

程对环境的要求
，

才能使生物体各种性状得

以充分发挥
。

常常可以看到
，
一个品种在不同

年份
、

不同栽培条件
、

不同地区表现出不一

、

品种的产量构成因素

与栽培技术

由图�可看出
，
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是由

单位面积株数和单株生产力所决定的
。

但不

同品种
，

构成产量的主导因素不同
， ’

有的品

种主要依靠单株生产力 � 而有的品种单株生

产力低
，

构成产量的主导因素则是单位面积

的株数
，

即依靠群体的扩大
。

同时
，
栽培技术

致性
。

以
“
内薯 �号

”
和

“
克新

�号
”
在 ����年和 ����年内蒙

马铃薯区试中的表现为例
� “

内

薯�号
”
虽然在全区区试中两年均

居首位
，

但在包头却是两年都居

末位
，
而在呼盟农科所两年的表

现却是一年为 首
，
一 年 为 末

。

“

克新�号
”
也有同样的情况

。

这

说明一个品种在不同地区或同一

地区不同年份间
，

由于气候
、

土

壤
、

肥力
、

栽培技术 等 条 件 变

化
，
在适应程度上会作出反应

。

因此
，
在具体栽培某品种时

，

必

须根据品种特性
、

特征的要求
，

选择相适宜的栽培区域
、

地块及

相应的栽培技术
，
才能发挥优 良

品种的优良性状
，

达到顶期的栽

培目的
。

单单位面祝产量量

单单株产量量

块块茎特续期期期 决茎大小小

品品 种种

种种薯大小小小 种薯年龄龄龄 每茎块茎数数

本文仅就马铃薯品种几个主要生物学特

性与栽培技术之间的关系
，
谈一点个人的看

法
。

图 �
�

马铃薯产量构成因素

亦可构成一个品种的产量因素
。

如
�

施肥
、

灌

溉
、

种薯处理
、

密度
、

种植方式等等
。

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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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同样行距
，
仅改变株距为例

�

宽窄行种

植
，

行距为 �
�

�米 � �
�

�� 米
，
株距 分 别 为

�
�

��
、
�

�

��
、
�

�

��米 �个处理
，
其 它 管 理

等均相同
，
品种有

“
同薯 �号

” �即
“
晋薯

�号
”
�

、 “
紫花白

” ，

在上述处理下得到 以 下

结果 �见表 ��
。

表 �
�

营养面积对品种产量 因素的影响

同 薯 � 号 紫 花 白

产 量 因 素

————
—

—
� � � � � �

大于���克块茎产量�公斤�亩�

大于���克块茎产量百分比

总产量�公斤�亩�

产量百分比

亩块茎数�万个�亩�

块茎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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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结果可以看出
， “

紫花白
”
的亩

产量随株距的缩小而增加
，
�

�

��米和�
�

��米

的分别比 �
�

�� 米的增产 ���和 ���
，
大于

���克块茎产量分别增加���和��
，
亩块茎

数分别增加 ��和 �纬
。

相反
， “

同薯 �号
”

亩产量随株距的缩小产量没有明显变化
，
大

于���克的块茎产量则显著减少
，
�

�

�� 米和

�
�

�了米的分别比 �
·

�� 米减少
�

���和 ���
。

亩块茎数增加 ���和 �
�

��
，

亩 块 茎 数 比

“
紫花白

”
多

，

每亩分 别 多 ��沁
、

��� 和

��
。

但大于 ���克大块茎产
�

量 比
“
紫 花

白” 分 别 低 ���
、

��� 和 ���
。

可 见
，

“
紫花白

”
构成产量的主导因素是块茎的大

小
，

即依靠大块茎 �大于 ��� 克的大块茎占

总 产 量 ��一����和较小的 营 养 面 积 �

而
“
同薯 �号

”
品种构成产量的主导因素是

块 茎 数 �即 便 �
�

�� 米 株距下
，
大块 茎产

量只占总产 量 ���
，
�

·

��米 和 �
·

�� 米 只

占总产量的 ���和����
，
而且必须在较 大

的营养面积下才能取得高产
。

所以
，
不同品

种应该根据该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的特点及对

栽培技术的反映
，

来确定相应的栽培技术
。

同样
，
品种构成产量的主导因素不同

，
适宜

种植的地区及条件也不同
。

一般来说
，

依靠

单株结薯多
，
需营养面积大的品种

� 在干旱

或疮薄地上栽培
，
任何情况下

，
都不如结薯

少
、

需要营养面积小的品种的产量高
，
因水

肥不足
，

会影响块茎的膨大
。

有些资料还证明
，
马铃薯块茎产量构成

因素除了以上所说的主导因素之外
，
单株产

量还与单株茎数及种薯重量呈显著正相关
。

苏联俄罗斯明斯克试验站的试验结果就是一

例 �见表 ��
。

表 �
�

马铃薯块茎产量和数量

形态特性 的相关性

品 种 种 薯 重 单株茎数 单株块茎数 平均块茎重

速 度

奏 鸣 曲

�

��� �
�

��� �
�

����� �

�

��� �
�

���率 � �
�

���� 书

�

�����

�
�

���� �

�
�

���� � �
�

��� �
�

���� ‘ �
�

����字

�
�

���� �
�

��� �
�

��� �
�

�����斯粉罗俄白淀

委 谢 卡 �
�

�中中 �
�

���中中 �
�

���今书 �
�

�����

表 �说明
，
所有品种决定产量的主要特

性是块茎数和块茎重
。

但就
“
奏 鸣 曲

”
来

说
，

除以上因素外
，
还有 单 株 茎 数 ， “ 雅

辛
”
还有种薯重 � 而

“
委谢卡

” ，

则是种薯重

和单株茎数都与块茎产量呈极显 著 的 正 相

关
。

所以
，
象

“
委谢卡

”
这类品种

，
除了稀

植之外
，
还应选用大种薯作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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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形态特征

与栽培技术

三
、

品种结薯习性与

栽培技术的关系

一 品种的植株结构
，

在形态特征上各不相

同
，
如叶片大小

、

叶片排列紧密与松散
、

叶

角的大小
、

叶层的分布
、

分枝多少与主茎夹

角大小等都与栽培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

如

在相同条件下
，

栽植两个株型结构截然不同

的品种—一个是由株型紧凑
、

叶片小而直

立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
，
光的垂 直 分 布 均

匀
，
叶片相互遮荫小

、

透光性好 � 而另一个

则是由株型分散
、

叶片大而平展的个体所组

成的群体
，
叶片相互遮荫

，

透光性不好
。

马

铃薯光的补偿点是 �
，
��� �� � ，

妥使最底层

叶片受到光强在光补偿点的 ���倍 以 上
。

才能有光合积累
。

那么最底层光 强 应 该 是

�
，
��� ��� 。

由此我们计算一下这两种不同

株型的品种
，
其最适 叶 面 积 系 数 可 根 据

����一��
‘。 ����公式 ��� ��

·

�。 计算 ��为

叶面积系数
，
�� 为透过一定叶面积后的刺余

光强
，
�为透光系数

，
�
。
为自然光 强�

。

假

设透光性好的品种 � � 。 �

�
，
叶面积系效为�

时
，
光强只有原来光强的 ���

。

如呆自然 光

强 是 �万��� ，

根 据 ��� ��
·

�
。 ，

�
，
���二

�����
�·

��
，
���

，
� � �� 而透光性不好 的 品

�
，

�
� 月 ，。 ， 二、 ， 、 ， ，

�
、
�

�
�

八 八 八 。

种�� ” ·

�，
那么 “ ，

���� ‘凡， ’

�。 ， 。��，

�当�
。

也就是说
，

透光好的最适叶 面 积 系

数是 �
，
而透光不好的品种叶面积系数应该

是�
。

所以
，

透光系数大的品种栽植的密度

高于透光系数小的品神
。

就品种株型特征来

看
，

在肥地上应选用透光系数大的品种
，

可

以充分发挥肥水的作用
，

提高光抓刊用率
�

而膺薄的干早地则应选用透光另
、
坟小

、

叶片

大而平展的品种
，

有利于很快封垅
，

充分利

用光能
，
而又减少水肥的消耗

，
达到经济有

效地利用肥水
。

马铃薯品种不同
，

结薯早晚
、

块茎持续

生长期长短不同
，
都与栽培技术的运用密切

相关
。

比如
，

结薯期是马铃警一生中需肥需

水的临界期
，
保证该期水肥的及时供给

，

是

决定产量的关键
。

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

使结薯期正处在雨季
，

是能否取得高产的基

本保证
。

因此
，

应根据品种结薯早晚
，

来确

定灌水 日期及安排适宜播期和选择相适的种

薯生理年龄等
。

另外
，

对块茎生长持等时间

长的品种
，

应特别重视植株稳健生长
，
保证

中后期水肥的需要 � 而块茎形成早
、

持续时

间短
、

块茎生长快的品种
，

则更应注意早期的

田间管理
，

促进早期的生长
。

休眠期长
，
出

苗慢而不齐的品种
，
催分处理就更为重要

。

结薯集中的品种比结薯分散的品种适宜的行

距应小等等
，
都表明马铃薯结薯习性是正确

运用栽培技术的重要根据
。

以上所述只强调了根据品种 的 特 征 特

性
，

通过相应的栽培技术
，
调节环境条件

，

使环境条件适应品种特征特性的要求
。

但另

一方面
，
品种的某些特性又是可以通过栽培

技术来加以改变的
。

比如结薯晚的品种
，

可

以通过促进生理年龄的催芽措施
，

覆膜提温

措施等提早结薯 � 矮壮素可促进结薯数多
，

使植株生长矮壮 � 施用氮肥可延迟干重平衡

期
，
延迟结薯 � 而磷钾肥界可提高块茎淀粉

含量和促进块茎成熟等等
，

都说明既要根据

品种特征特性采用相适应的栽培技术去适应

品种特性的需要
，
同时又可发挥栽培技术的

作用 使品种某些特征特性发生某些变化
，

去适应 砚方的条件
，
以达到我们 栽 培 的 目

的
。

鉴于以上认识
，

提出以下儿点意见
。

�
�

具体引种时
，

除了解品种的优 良经

济性状外
，
还应对品种的株型结构

、

结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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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赴美马铃薯考察组�

应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米勒

博士邀请
，
我们于����年��月考察了爱达荷

州的马铃茗教学
、

科研和生产
。

现将考察情

况报告如下
�

爱达荷州的马铃薯生产概况

爱达荷州在美国被誉为
“
马铃薯之州

” ，

驰名世界
。

据���������年的资料统计
，

该

州常年的马铃薯收获面积和产量
，

都占全美

国的���左右
。

爱达荷州种植马铃薯始于����年
，
由于

马铃薯是人们喜爱的食品
，

加之该州气候凉

爽
，
适于生产马铃薯

，

便在不长的历史时期

内发展成了占美国首位并驰名世界的
“
马铃

薯之州
” 。

近��年
，

该州马铃薯种植面积每年

均在 ���万亩上下
，

平均亩产达 �
，
���公斤

以上 � 而西南
’

�� 个高产 县
，

平 均 亩 产 达

�
，
���公斤以上

。

爱达荷州马铃磐普遍丰产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儿点
�

首先
，
是拥有高产而过硬的品种和实现

了品种的招对单一化
。

全 州 ��� 万
�

亩 马 铃

薯
，
生产上种植的品种虽有��个

，

但其中仅
“
赤褐布尔班克

” ��” �“ �� �“ �
��

�，
�� 一

个品种就占全州总面积的肠
�

��
。

该品种系

����年布尔班克氏从 �� 株实生苗中选育 而

成
，

百余年来日益发禅其丰产特性
。

其次
，

’

是拥有高质量的种薯
。

当前凡是

生产上用的种薯
，
都通过组织培养

，

实行茎

尖脱毒
，
并经过严格的检验程序

，
合乎法定

标准的才能上市为种薯出售
。

这就使进行生

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种薯
，
在质量上有

了保证
。

�

第三
，
是有效的病虫害防治

。

爱达荷州

的马铃薯也和我国一样
，
有许多病害

。

因为

大多数病害都来源于种薯传播
，

他们就把工

作集中做到种薯上
，
必要时田间辅以喷药

，

从而把病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

至

于病毒病
，
由于对种薯实行了严格检验

，
所

受损失 �包括卷叶
、

轻花叶
、

重花叶和潜花

、 尹�����一一�����
喇�尸�州

��

一
沪

一
一

叨

一
�

产邺

�
‘

一�
，

一
沪�一 �忘�…

产

��
沪沪一

���
性及构成产量的主导因素等有较 详 细 的 了

解
。

�
�

一些在区域试验中被淘汰的品种
，

特别是一些具有特殊优良性状的品种
，

应进

一步改变栽培技术
，
看其效果

。

�
�

参加区试的品种
，

除按统一技术标

准栽培外
，

参试品种也可提出品种特性上的

特殊要求
，

作辅助试验进行比较
。

这样也许

可以避免一些由于栽培技术与品种特性不相

适应
，
而在区试中误被淘汰情况的发生

。

�
�

各区试点
，
在总结品种区域试验结

果的材料时
，

应对区试点在参试年度内的气

象
、

土壤及田间管理情况等作较 详 细 的 介

绍
，
以便于对试验结果深入的分析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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