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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沿黄灌区早熟马铃薯套作大豆高产高效栽培模式研究（二）

摘要：在甘肃中部沿黄灌区，研究了马铃薯与大豆套作模式下5种不同幅比（马铃薯/大豆：1.0/0.5、1.2/0.3、
0.8/0.5、1.0/0.3、0.8/0.3）对作物产量性状及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套作大豆的单株粒数与产量呈极显著正
相关，单株粒数对大豆产量的直接作用最大；套作马铃薯单株薯重与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单株薯重对马铃薯产
量直接作用最大。在总带宽1.3 m、幅比1.0/0.3的套作模式下，作物产量、产值及纯收入均高于其他模式，具有
较高的推广价值和增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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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Bandwidth Ratio on the Yield of Early Potato
Intercropping Soy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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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single radom-plot design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ive different bandwidth including
1.0/0.5，1.2/0.3，0.8/0.5，1.0/0.3，0.8/0.3 on yield and economic benefit in early potato intercropping soybean in Gansu irrigation
districts along Yellow River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yield of relaying soybea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number of seed
per plant significantly . The yield of relaying early potato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uber weight per plant significantly . It
showed that 1.0/0.3 was the moderate system which can be extentioned in Gansu Irrigation Districts along Yellow River . The high
yield of crop production can be got by improving the photo syrathet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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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间作套种是实现土地有效利用和增产 的重要技术途径。马铃薯套作大豆模式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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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作物在光、热、水、肥上时空生态位上的差
异，实现马铃薯、大豆在资源上的时空互补利用，
既能促进甘肃主要作物马铃薯高产，又增种一季
大豆，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生产率，增加
了农民收入，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 1～6］。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这一集
约种植技术也受到挑战。如果幅宽比例不合理，
农事操作不便，比单作费工费力，而且不适合农
业机械的应用，该间套作技术的应用就会受到一
定限制。因此，如何调整马铃薯及大豆合理的幅
比，使之适合于农业机械化，对于薯豆套作技术
的应用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指示马铃薯品种为克新2号，大豆品种为冀豆17。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0年在甘肃省会宁县郭城镇进行，
当地海拔1 536 m，年平均气温6.7℃。年均降水
量320 mm，其中7— 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
右，年蒸发量达1 600 mm，是平均降水量的5倍；
≥10℃的有效积温3 244℃，气候四季分明，日照
充足，土壤为灰钙土和灌淤土。
试验共设5个处理，处理A1总带宽1.5 m，带

幅比1.0/0.5（马铃薯/大豆）；处理A2总带宽1.5 m，
带幅比1.2/0.3（马铃薯/大豆）；处理A3总带宽1.3
m，带幅比0.8/0.5（马铃薯/大豆）；处理A4总带宽
1.3 m，带幅比1.0/0.3（马铃薯/大豆）；处理A5总带
宽1.1 m，带幅比0.8/0.3（马铃薯/大豆）。采用随机
区组设计，小区面积33m2，重复3次。3月20日种
植马铃薯，各处理种植密度均为47 625穴/hm2，行
距45 cm，处理A1、A2穴距为28 cm，处理A3、A4
穴距为32 cm，处理A5穴距为38 cm。4月15日种植
大豆，各处理种植密度均为150 000株/hm2，处理
A1、A3种2行，处理A2、A4、A5种1行。结合整地
底施尿素6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400 kg/hm2、氯
化钾40 kg/hm2，马铃薯薯块膨大期追施尿素40
kg/hm2。其余田间管理按正常大田生产进行。

马铃薯成熟时每小区取10株进行考种，测定
株高、单株结薯数、单株薯重、商品薯率，并计
算各小区产量。大豆成熟时每小区取15株进行考
种，测定株高、低荚高度、主茎节数、分枝数、
有效荚数、无效荚数、单株粒数、百粒重，并计
算各小区产量。用Microsoft Excel和DPS统计软件进
行试验数据汇总与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作物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的影响

2.1.1 对大豆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从表1
可以看出，大豆出苗率、株高、有效分枝数均受
到带幅比的影响，处理A3的大豆出苗率、有效分
枝数较高；处理A2出苗率最低，株高则相对较高。
处理A4的有效荚数最多，为57.5个，分别较处理
A1、A2、A3、A5增加49.7％、28.6％、24.2％、
39.2％，处理A1的有效荚数最少。处理A4单株粒
数也最多，为104.7个，较处理A1、A2、A3、A5
分别增长29.1％、35.6％、26.0％、24.9％，A2处
理下的单株粒数最少。产量以处理A4最高，为
2 509.5 kg/hm2，较处理A1、A2、A3、A5分别增加
37.9％、52.5％、21.8％、30.6％。
通径分析（表2）表明，影响大豆产量的首要因

子是单株粒数，其对产量的直接作用最大，直接
通径系数最大。出苗率的直接通径系数较小，而
其通过有效分枝的间接作用对产量的影响较大。

2.1.2 对马铃薯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从
表3可以看出，不同带幅比对马铃薯出苗率、株高
的影响不明显，单株结薯数处理A2最多，为4.9
个；单株结薯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处理A2、处理A4、

处理 出苗率
（%）

株高
（cm）

有效分枝数
（个）

有效荚数
（个）

单株粒数
（粒）

百粒重
（g）

折合产量
（kg/hm2）

A1 83.4 71.8 3.5 38.4 81.1 19.1 1 819.5 b AB

A2 79.6 76.3 3.3 44.7 77.2 18.8 1 645.5 b B

A3 85.3 73.2 4.1 46.3 83.1 18.9 2 061.0 ab AB

A4 82.2 74.9 3.7 57.5 104.7 19.0 2 509.5 a A

A5 83.7 75.1 3.5 41.3 83.8 18.9 1 921.5 ab AB

表1 不同处理的大豆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淤R2=0.999 15，Pye=0.029 16。

表2 大豆产量与产量构成因素的通径系数淤

有效分枝数 0.241 08 0.043 84 0.256 13

单株粒数 0.887 67 0.002 95 0.069 56

出苗率 0.056 54 0.186 90 0.046 34

因素 直接通径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出苗率 有效分枝数 单株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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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A1、处理A5、处理A3。处理A4的单株薯重最
大，为1.09 kg，分别较处理A1、A2、A3、A5提高
17.2％、22.5％、41.6％、31.3％。各处理商品薯
率差异不大，从大到小依次为处理A1、处理A5、
处理A3、处理A4、处理A2。处理A4产量最高，为
48 642.0 kg/hm2，较A1、A2、A3、A5处理分别增
加18.0％、21.1％、41.1％、30.9％。
相关分析表明，马铃薯的单株结薯数、单株

薯重与产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通径分析（表4）
表明，影响产量的首要因子是单株薯重，其对产
量的直接作用最大，直接通径系数最大；单株结
薯数的直接通径系数较小，而其通过单株薯重的
间接作用对产量的影响较大。

2.2 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试验数据和测产结果，结合各种农产品
及农用生产资料的市价调查结果、机耕劳力折价
的情况，计算出产值、投入及纯收入（表5），作
为效益分析依据。从产值看，处理A4的总产值、
大豆单产值、马铃薯单产值均最高，分别为
73 021.7元 /hm2、9 787.1元 /hm2、63 234.6元 /hm2；
其次是处理A1，总产值、大豆单产值、马铃薯单
产值分别为 60 670.4元 /hm2、 7 096.1元 /hm2、
53 574.3元hm2；其余从大到小依次为处理A2、处
理A5、处理A3。纯收入从大到小依次为处理A4、
处理A1、处理A2、处理A5、处理A3，分别为
37 191.9、24 835.9、22 923.2、20 135.8、17 059.6
元/hm2。

3 小结与讨论
1）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总带宽1.3 m、马铃薯、
大豆带幅比1.0/0.3的种植模式下，作物产量、产
值、纯收入均高于其余模式，建议在进一步试验
的同时扩大示范。
2）在套种模式下，单株粒数是影响套作大豆产量
的最重要因子，对大豆直接作用最大。单株薯重
是影响套作马铃薯产量的首要因子，对马铃薯直
接作用较大；单株结薯数的直接通径系数较小，
而其通过对单株薯重的间接作用影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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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R2=0.999 76，Pye=0.015 39。

表4 产量与产量构成因素的通径系数淤

单株薯重 0.985 38 0.010 43 0.003 07

商品薯率 -0.037 19 -0.007 77 -0.081 46

单株结薯熟 0.014 26 0.720 77 0.020 25

因素 直接通径
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单株结薯数 单株薯重 商品薯率

表3 不同处理的马铃薯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处理 出苗率

（%）
株高
（cm）

单株结薯数
（个）

单株薯重
（kg）

商品薯率
（%）

折合产量
（kg/hm2）

A1 93.6 36.7 4.5 0.93 85.6 41 211.0 b B

A2 94.1 34.8 4.9 0.89 81.6 40 156.5 b B

A3 92.9 35.2 4.1 0.77 83.5 34 462.5 c B

A4 93.4 34.9 4.8 1.09 83.2 48 642.0 a A

A5 93.1 35.7 4.3 0.83 84.7 37 147.5 bc B

A1 709 6.1 535 74.3 60 670.4 35 834.4 24 835.9
A2 641 7.5 522 03.5 58 620.9 35 697.7 22 923.2
A3 803 7.9 448 01.3 52 839.2 35 779.5 17 059.6
A4 978 7.1 632 34.6 73 021.7 35 829.8 37 191.9
A5 749 3.9 482 91.8 55 785.6 35 649.8 20 135.8

大豆 马铃薯 总产值
处理

产值（元 /hm2） 投入
（元 /hm2）

纯收入
（元 /hm2）

表5 不同处理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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