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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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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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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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天水市中梁乡何家湾，当地海拔1 650
m，位于东经104毅 35忆 ，北纬34毅 05忆 ，年降水量
479.5 mm，年平均气温19.9℃，日照时数831.7 h，
无霜期170 d左右；属典型的半干旱山区。试验地为
黄绵土，微偏碱，肥力中等。前茬作物油菜。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共设3个处理，处理
①为对照（CK），喷清水2 400 L/hm2；处理②为容
大丰膏肥Ⅱ型，用量6 000 mL/hm2，400倍稀释液
喷施；处理③为生命素，用量6 000 mL/hm2，400
倍稀释液喷施。3次重复，小区面积60 m2（10 m×6
m）。试验于2012年4月中旬进行，马铃薯采用挖穴
点播，出苗后中耕培土，行距60 cm，株距33 cm，
密度50 000株/hm2。小区设60 cm走道，四周设80 cm
保护行。前茬作物收后深耕，用旋耕犁耙耱整平。
播前结合整地基施鸡粪2250 kg/hm2，史丹利复合肥
（N-P2O5-K2O比例16-16-16）300 kg/hm2。于6月23
日、7月8日、7月27日、 8月12日按试验方案在马铃
薯植株叶片正反面喷施叶面肥水溶液。每次喷施前
1 d每小区3点取样，随机选取10株做标记，统计株
高、主茎数、病株率等。7月25日田间调查，发现
马铃薯晚疫病中心病株，8月25日、9月15日进行马
铃薯晚疫病病株率及病情指数调查［3］。田间锄草培
土2次，防治鼠害3次。其余管理同当地大田。马铃
薯收获时每小区选取标记的植株考种并测定单株产
量及小区产量，统计主茎数、块茎商品率（单薯
重＞75 g为商品薯），统计数据均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疫病发病率

从表1可以看出，自8月25日至9月15日，马铃
薯植株疫病发病率及病情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喷
施有机叶面肥可降低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其中处
理②发病率及病情指数最低，但上升趋势最快。8
月25日、9月15日处理②晚疫病病株率分别较CK低

23.2、14.3百分点；处理③分别较CK低10.3、6.1百
分点。处理②病情指数分别较CK低19.8、12.4；处
理③分别较CK低11.7、6.6。
2.2 主要性状及产量

从表2可以看出，喷施叶面肥处理的马铃薯主
茎数、株高、单株产量、折合产量均高于对照，
以处理③效果最好，主茎数较CK多0.12条；株高
较CK高13.8 cm。单株产量较CK高0.07 kg。折合产
量为24 073.3 kg/hm2，较CK的增产率为22.0%；其
次为处理②，折合产量为22 733.3 kg/hm2，较CK增
产15.2%。商品薯率以处理②最高，为86.7%，较
CK高9.7百分点；处理③较CK高5.3百分点。对产
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处理③与处理②差
异不显著，与处理①差异极显著；处理②与处理
①差异不显著。说明马铃薯生长中后期喷施容大
丰膏肥Ⅱ型和生命素，能促进植株生长健壮，提
高商品薯率，明显增加产量。
3 小结与讨论
1）马铃薯薯块形成期用容大丰膏肥Ⅱ型和生命素
两种叶面肥间隔15～19 d喷施后，植株株高均高于
喷清水处理，田间生长健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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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为82.3%，折合产量为24 073.3 kg/hm2，较喷清
水处理增产4 346.6 kg/hm2，增产率22.0%；喷施容
大丰膏肥Ⅱ型马铃薯商品薯率86.7%，折合产量为
22 733.3 kg/hm2，较喷清水处理增产15.2%。
2）马铃薯叶面喷施有机水溶肥简便实用，集营
养、调节、抗逆、提质、环保于一体，投入少，
产出多，易于推广应用，是一项高效追肥技术。
容大丰膏肥Ⅱ型和生命素作叶面肥喷施效果明显，
适宜在马铃薯生产中应用。
3）仅为1 a的试验结果，要进一步大面积推广应
用，则有待深入系统的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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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处理的马铃薯疫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处理

病株率（%） 病情指数
8月25日 9月15日 8月25日 9月15日

①（CK） 86.7 98.6 65.5 75.2
② 63.5 84.3 45.7 62.8
③ 76.4 92.5 53.8 68.6

表2 不同处理的马铃薯主要性状及产量
处理 主茎数

（条）
株高
（cm）

单株产量
（kg）

小区平均产量
（kg/60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CK增产
（kg/hm2）

增产率
（%）

商品薯率
（%）

①（CK） 2.30 53.3 0.43 118.36 19 726.7 b B 77.0
② 2.38 63.2 0.46 136.40 22 733.3 ab AB 3 006.6 15.2 86.7
③ 2.42 67.1 0.50 144.44 24 073.3 a A 4 346.6 22.0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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