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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试验设计，在河西灌区试验观察了喷施腐殖酸水溶肥对番茄生长的效果。结果表
明，喷施腐殖酸水溶肥能有效改善番茄植株农艺性状和商品性能，可显著促进番茄增产，最佳施用量为每次喷施
1 000倍水溶液750 kg/hm2，从番茄开花期开始喷施，每隔10 d喷1次，连喷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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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ater-soluble Humic Acid Spraying Amount on To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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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Using a single factor randomized block experimental design，the effect of the amount of water-soluble fertilizer
spraying of humic acid on tomato growth was observed in Hexi irrigated area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umic acid soluble fertilizer
spraying tomato pla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gronomic traits and commodities of tomato plants，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omato
yield，the optimum application rate was each 1 000 times spraying an aqueous solution of 750 kg/hm2 from the beginning of flowering
tomato，every 10 days spray a second，and even spray four times at inter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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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酸水溶肥喷施量对番茄的影响
王建成，车宗贤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腐殖酸是一类芳香稠环聚合程度不同的含杂
环有机化合物，无法用单一的化学结构式表示［ 1］，
其分子中几乎含有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种营养
元素，主要有C、H、O、N、S及 P等，是一种廉
价无污染的有效肥料基质，被广泛应用于肥料生
产中，如腐殖酸类叶面肥、腐殖酸类复混肥等，
具有刺激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作物品
质等作用［ 2～6］，喷施在作物叶面上，肥液经叶面气
孔或表皮细胞被作物吸收，见效快，肥料利用率
高［ 7～8］。番茄是我国北方地区露地生产的主要蔬菜
品种之一，栽培面积较大、施肥量较多，施肥对
番茄的品质，以及对农田生态环境的影响引起广
泛的关注。我们试验了含腐殖酸水溶肥料在番茄
上的应用效果，旨在探讨其对番茄生物学性状及
产量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番茄品种为中研988。供试腐殖酸肥料为

固体粉状含腐殖酸水溶性肥料（腐殖酸≥4%，
N+P2O5+KO2≥20%），由甘肃先锋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白云村。
当地海拔1 504 m，年均气温7.8 ℃，无霜期150 d
左右，≥10℃的有效积温3 016 ℃，光热资源充
足，年降水量158.4 mm，年蒸发量2 021 mm。供试
土壤为灌漠土，肥力中等，属井灌区，耕层土壤
含有机质15.6 g/kg、碱解氮 121.0 mg/kg、速效磷
13.5 mg/kg、速效钾 162.0 mg/kg，pH 6.97。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共设6个处
理，其中处理1为不施腐殖酸水溶肥（CK），处理2
为每次喷施腐殖酸水溶肥 1 000倍水溶液 300
kg/hm2，处理3为每次喷施腐殖酸水溶肥1 000倍水
溶液450 kg/hm2，处理4为每次喷施腐殖酸水溶肥
1 000倍水溶液600 kg/hm2，处理5为每次喷施腐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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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水溶肥1 000倍水溶液750 kg /hm2，处理6为每次
喷施腐殖酸水溶肥1 000倍水溶液900 kg/hm2。试验
采用随机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10 m2。处理2、
处理3、处理4、处理5、处理6均于番茄开花期第1
次喷施，每隔10 d喷1次，连喷4次。各处理均于播
前施农家肥45 000 kg/hm2、尿素150 kg/hm2、磷酸
二铵15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600 kg/hm2。采用起
垄覆膜种植，垄宽80 cm，垄沟宽40 cm，每垄2行，
按行距60 cm、株距40 cm错位定植，每小区定植40
株。其管理条件与当地水平一致。
1.4 测试指标及方法

土壤碱解氮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土壤速效磷
用NaHCO3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速效钾
用NH4OAc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有机质用
重铬酸钾—外热源法测定。各小区选取位置相对
一致的10株测产，平均2 d采摘1次，计数称重记
录，并随机选取10个番茄测定单果重。拉秧前每
小区随机取10株用卷尺测量株高，用游标卡尺测
量茎粗。果实成熟后按小区分批分次采摘计实产。
1.5 数据处理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03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和绘图，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
显著性检验（Duncan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经济性状

由表1可以看出，在试验设计范围内，番茄株
高随腐殖酸水溶肥用量的增加呈升高趋势，其中
以处理6最高，为137.17 cm，较CK高27.04 cm；处
理5次之，为136.03 cm，较CK高25.90 cm；处理4
居第3，为130.73 cm，较CK高20.60 cm；处理1
（CK）最矮，仅为110.13 cm。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处理6与处理5差异不显著，但与其余处理差异均
达极显著水平；处理1、处理2、处理3、处理4之
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番茄植株茎粗随腐殖酸水溶肥用量的增加呈升

高趋势，其中以处理6最粗，为1.25 cm，较CK粗
0.29 cm；处理5次之，为1.20 cm，较CK粗0.24 cm；
处理4居第3，为1.07 cm，较CK粗0.11 cm；以处理1
（CK）最细，仅为0.96 cm。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处理
6、处理5间差异显著，均与其余处理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处理4与处理3间差异不显著，与处理2差异显
著，与处理1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处理3与处理2间差
异不显著，与处理1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处理2与处
理1差异显著。

番茄单果重随腐殖酸水溶肥用量的增加呈升
高趋势，其中以处理6最高，为273.47 g，较CK增

加13.40 g；处理5次之，为271.07 g，较CK增加11.00
g；处理4居第3，为266.63 g，较CK增加6.56 g；以处
理1（CK）最低，仅为260.07 g。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处理6与处理5间差异显著，均与其余处理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处理4与处理1、处理2、处理3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处理3与处理2差异不显著，与处理1差
异显著；处理2与处理1差异不显著。
番茄单株果重随腐殖酸水溶肥用量的增加呈

升高趋势，其中以处理6最高，为9.73 kg，较CK增
加0.69 kg；处理5次之，为9.66 kg，较CK增加0.62
kg；处理4居第3，为9.56 kg，较CK增加0.52 kg；
以处理1（CK）最低，仅为9.04 kg。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处理6与处理5、处理4间差异不显著，均与其
余处理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处理3与处理1、处理2
差异显著，处理2与处理1差异不显著。

2.2 产量

由表2可以看出，在试验设计范围内，各处理
番茄的折合产量随腐殖酸水溶肥用量的增加而呈
升高趋势，其中折合产量以处理6最高，为389 010
kg/hm2，较CK增产7.61%；处理5次之，为382 450
kg/hm2，较CK增产5.80%；处理4居第3，为382 320
kg/hm2，较CK增产5.76%；处理1（CK）最低，仅为
361 490 kg/hm2。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处理6与处理
5间差异不显著，与处理4间差异显著，与其余处
理差异极显著；处理5与处理4间差异不显著，与
处理1、处理2、处理3差异极显著；处理4与处理
1、处理2、处理3差异极显著；处理3与处理1、处
理2差异极显著，处理2与处理1差异不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施肥量的增加对番茄产量有显著的影响［ 9～10］。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10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CK增产
（%）

产量
位次

1（CK） 361.49 361 490 d C 6
2 365.72 365 720 d C 1.17 5
3 375.33 375 330 c B 3.83 4
4 382.32 382 320 b A 5.76 3
5 382.45 382 450 ab A 5.80 2
6 389.01 389 010 aA 7.61 1

表2 不同处理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处理 株高
(cm)

茎粗
(cm)

单果重
(g)

单株果重
(kg)

1（CK） 110.13 e E 0.96 e C 260.07 e C 9.04 d C
2 115.30 d D 1.01 d BC 261.57 de C 9.14 d C
3 123.10 c C 1.03 dc B 262.97 d C 9.38 c B
4 130.73 b B 1.07 c B 266.63 c B 9.56 b A
5 136.03 a A 1.20 b A 271.07 b A 9.66 ab A
6 137.17 a A 1.25 a A 273.47 a A 9.73 a A

表1 不同处理对番茄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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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间试验观察了两种有机叶面肥对马铃薯的影响。结果表明，薯块形成期喷施容大丰膏肥域型和生命
素均能提高马铃薯株高，且马铃薯生长健壮，叶色加深，病害减轻。其中喷施生命素有机水溶液的马铃薯商品薯率

较对照增加 5.3百分点，产量较对照增加 22.0%。喷施容大丰膏肥域型的马铃薯商品薯率较对照增加 9.7百分点，产
量较对照增加 15.2%。
关键词：马铃薯；喷施；叶面肥；产量；商品薯率
中图分类号：S5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4）08-0012-02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4.08.005

喷施有机叶面肥对马铃薯的影响初报

叶面肥是一类通过作物叶面吸收，能及时补
充作物所需营养元素的肥料［ 1］。其肥效高、见效
快、收益大，既能增加产量又提高肥料利用率，
但在马铃薯上应用的报道较少［ 2］。2012年我们对
新型叶面肥容大丰膏肥Ⅱ型、生命素有机水溶肥
在马铃薯上的应用效果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1 材料及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马铃薯品种为天薯11号。供试叶面肥容
大丰膏肥Ⅱ型（主要成分为腐植酸、黄腐酸），云
南容大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生命素（主要成
分为黄腐酸），内蒙古永业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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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膜种植番茄时，在本试验范围内，随腐殖酸水
溶肥喷施量的增加，番茄的株高、茎粗、单果重、
单株果重和折合产量呈增加趋势，但达到一定施
肥量，增加趋势减缓，增幅不明显。以花期喷施4
次腐殖酸水溶肥水溶液，每次喷施1 000倍水溶液
900 kg/hm2处理的番茄农艺性状和商品性能优良，
折合产量最高。但喷施腐殖酸水溶肥喷施量在
750～900 kg/hm2时，折合产量增加趋势不明显，
从节约成本和提高产量两个方面综合考虑认为，
最佳施用量为每次喷施腐殖酸水溶肥1 000倍水溶
液750 kg/hm2，于番茄开花期第1次喷施，每隔10 d
喷1次，连喷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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