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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察了半干旱区起垄覆膜栽培方式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覆膜栽培方式能明显提高
马铃薯产量。半膜垄上微沟垄脊穴播、全膜垄上微沟垄脊穴播、全膜双垄垄侧穴播3种栽培方式下折合平均鲜薯
产量分别为37 935.0、37 253.3、35 832.8 kg/hm2，分别较露地穴播增产37.32%、34.85%、29.71%。以半膜垄上微
沟垄脊穴播为半干旱区马铃薯地膜覆盖较为理想的栽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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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为甘肃省第三大粮食作物，也是甘肃
优势特色作物之一，具有粮、菜、饲、工业原料
兼用的特点，在全省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2］。随着马铃薯产业的不断
发展，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优化品质已成为急
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也对其生产技术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了探索半干旱区马铃薯采用不同覆膜
方式栽培的增产作用［ 3～5］，我们于 2012—2013年
进行了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马铃薯品种为青薯 9号。供试地膜为幅
宽 120 cm、厚 0.01 mm的黑色除草膜，由兰州金
土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会宁南部的会师镇南咀村、北部的大
沟乡新坪村进行。南咀村海拔 1 770 m，年平均气
温 7.9℃，≥10℃的积温 2 760℃，年降水量 400
mm 左右；新坪村海拔 1 860 m，年平均气温 7.1
℃，≥10℃的积温 2 400℃，年降水量 300 mm左
右。两试点试验方案一致，共设 6个处理，处理
①全膜双垄垄侧穴播，大垄宽 70 cm，垄高 15 cm，
小垄宽 40 cm，垄高 10 cm，用幅宽 120 cm地膜全

地面覆盖，地膜在小垄脊中合缝，用土封严，在
大垄垄侧用打孔器破膜播种。处理②半膜垄上微
沟垄脊穴播，垄宽 70 cm，垄沟宽 40 cm，垄高 15
cm，垄脊中间开 10 cm的浅沟集雨，用幅宽 90 cm
地膜覆盖垄面，垄沟不覆盖，在垄脊用打孔器破
膜穴播。处理③全膜垄上微沟垄脊穴播，垄宽 70
cm，垄沟宽 40 cm，垄高 15 cm，垄脊中间开 10
cm 的浅沟集雨，用幅宽 120 cm 的地膜全地面覆
盖，沟中间合缝，用土封严，在垄脊用打孔器破
膜穴播。处理④全膜平作穴播，用幅宽 120 cm的
地膜全地面覆盖，膜间重叠 10 cm，用土封严。播
种时用打孔器按等行距破膜穴播。处理⑤半膜平
作穴播，用幅宽 90 cm的地膜覆盖，膜间距 40cm，
在膜上用打孔器破膜播，每幅播 2行。处理⑥露
地穴播，常规对照。所有处理按等行距穴播，行
距 55 cm，穴距 35 cm，每垄播 2行。随机区组排
列，3 次重复，小区面积 50.6 cm2（4.4 m×11.5
m）。选择土层深厚、肥力中等、质地中壤的旱川
地。试验于 5月 4日播种，播前按试验处理要求
整地，结合整地基施农家肥 45 000.0 kg/hm2、尿素
150.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225.0 kg/hm2、磷酸二
铵 112.5 kg/hm2，其它管理同当地大田。收获时取
中间行连续 10株考种，按小区单收计产。单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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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2 a 2点平均值，商品薯为单薯重 100 g以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株结薯数

从表 1可以看出，单株商品薯数以处理②最
多，为 4.10个，较 CK 多 1.40 个；处理③次之，
较 CK多 0.95个；处理④较 CK多 0.33个；处理
①、⑤分别较 CK多 0.73、0.75个。单株结薯重同
样以处理②最大，为 928.5 g，较 CK增加 267.5 g；
处理③次之，较 CK增加 247.0 g；处理⑤较 CK增
加 119.5 g。商品薯率以处理②的最高，为 83.8%，
较 CK提高 7.4百分点；处理⑤次之，较 CK提高
5.8百分点；处理①较 CK提高 3.3百分点；处理
④、处理③分别较 CK提高 4.7、5.4百分点。

2.2 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覆膜栽培马铃薯产量均明
显高于露地栽培，不同起垄覆膜处理商品薯产量
存在一定差异。2012—2013年折合平均鲜薯产量
以处理②最高，为 37 935.0 kg/hm2，较 CK 增产
37.3%；处理③次之，较 CK 增产 34.85%；处理
⑤、处理①、处理④分别较 CK 增产 26.00%、
29.71%、18.49%。方差分析表明，处理①、②、
③、⑤与处理④之间差异不显著，与 CK差异显
著，处理④与 CK差异不显著。2012—2013年折
合平均商品薯产量以处理②最高，为 31 948.5
kg/hm2，较 CK增产 49.46%；处理③次之，较 CK
增产 42.70%；处理④较 CK 增产 24.31%。处理

①、处理⑤分别较 CK增产 34.00%、34.04%。差
异分析表明，处理①、②、③、⑤与处理④差异
不显著，与 CK差异显著，处理④与 CK差异不显
著。
2.3 水分利用率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处理对马铃薯水分利
用效率的影响较大。年水分利用效率以处理②最
高，为 87.8（kg/hm2·mm），较 CK提高 39.8%；处
理③次之，较 CK 提高 37.4%；处理④最低，较
CK提高 20.5%。即覆膜加垄作处理对提高马铃薯
田间水分利用率效果明显。

3 小结与讨论
1）试验结果表明，马铃薯鲜薯平均产量以半膜垄
上微沟垄脊穴播最高，为 37 935.0 kg/hm2，较露地
穴播增产 37.32%；商品薯率为 83.8%，较露地穴
播提高 7.4百分点。
2）水分利用效率以垄上微沟垄脊穴播半垄上覆膜
为好，平均达 87.8%，较露地条播提高 39.8%；其
余依次为垄上微沟垄脊穴播全覆盖、双垄侧穴播
全覆盖、平作穴播半覆盖和平作穴播全覆盖，其
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比露地对照提高 37.4%、
32.5%、28.0%和 20.5%，该结果与薛俊武的结论
一致［ 7］。
3）起垄覆膜处理能明显提高马铃薯单株产量，这
与穆长青等的研究相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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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2012年 2013年 平均 2012年 2013年 平均

淤 24 460.5 a 47 205.0 ab 35 832.8 a 29.71 18 394.5 a 38 896.5 abc 28 645.5 a 34.00
于 24 676.5 a 51 193.5 a 37 935.0 a 37.32 19 000.5 a 44 896.5 a 31 948.5 a 49.46
盂 24 504.0 a 50 002.5 a 37 253.3 a 34.85 19 456.5 a 41 551.5 ab 30 504.0 a 42.70
榆 20 997.0 b 44 466.0 ab 32 731.5 ab 18.49 15 307.5 b 37 840.5 bc 26 574.0 ab 24.31
虞 21 754.5 ab 47 859.0 a 34 806.8 a 26.00 16 098.0 ab 41 206.5 ab 28 652.3 a 34.04

愚（CK） 11 818.5 c 43 431.0 b 27 624.8 b 6 358.5 c 36 394.5 c 21 376.5 b

鲜薯产量（kg/hm2） 较CK增产
（%）

商品薯产量（kg/hm2） 较CK增产
（%）

处理
商品薯非商品薯小计 商品薯 非商品薯小计

① 3.43 3.88 7.30 656.0 167.5 823.5 79.7

② 4.10 3.03 7.13 778.5 150.0 928.5 83.8

③ 3.65 3.60 7.25 742.5 165.5 908.0 81.8

④ 3.03 3.00 6.03 664.0 154.5 818.5 81.1

⑤ 3.45 3.15 6.60 641.5 139.0 780.5 82.2

⑥（CK） 2.70 3.05 5.75 505.0 156.0 661.0 76.4

单株结薯（个） 单株产量（g）
商品率
（%）

处理
全年降水量
（mm）

生育期降水量
（mm）

年水分利用效率
［kg/（hm2·mm）］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2013年平均

① 389.5 455.7 305.3 408.3 62.8 103.6 83.2
② 389.5 455.7 305.3 408.3 63.4 112.3 87.8
③ 389.5 455.7 305.3 408.3 62.9 109.7 86.3
④ 389.5 455.7 305.3 408.3 53.9 97.6 75.7
⑤ 389.5 455.7 305.3 408.3 55.9 105.0 80.4

愚（CK）389.5 455.7 305.3 408.3 30.3 95.3 62.8

表 1 不同处理的马铃薯单株结薯数及单株产量

表 2 各处理的马铃薯产量

表 3 不同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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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2012年，对平凉市主要蔬菜生产基地、农贸市场、综合超市的六大类蔬菜中3类26个检测项
目的农药残留情况进行了抽检。结果表明，六大类蔬菜中叶菜类农药超标率最高；3类农药中以有机磷类农药超
标率最高；不同流通渠道中以农贸市场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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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中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风险，
以蔬菜农残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受到
人们的关注［ 1～5］。及时、准确的检测蔬菜中农药
残留量，监控农药的合理使用，杜绝农药残留超
标蔬菜上市等问题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
中之重［ 6～7］。分析 2010—2012年 3 a间平凉市蔬
菜农药残留动态及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对今后平
凉市蔬菜质量安全监测意义重大。
1 材料与方法
1.1 抽样方法

按照 NY/ T 5344 -2006《无公害农产品抽样规
范》规定的方法，于 2010—2012年随机抽取平凉
市主要蔬菜生产基地、农贸市场、综合超市的叶
菜、甘蓝、茄果、瓜菜、豆、根茎类等六大类蔬
菜共 440份样品。
1.2 检测项目与方法
按照 NY/T 761-2008《蔬菜水果中有机磷、有

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酸甲酯类农药残留的测
定》方法，检测有机磷类（分甲胺磷、甲基对硫磷、
久效磷、乐果、乙酰甲胺磷、毒死蜱、杀螟硫磷、
对硫磷、水胺硫磷、氧化乐果、磷胺、亚胺硫磷、

敌敌畏、二嗪磷、三唑磷、马拉硫磷、甲拌磷、
喹硫磷 18个检测项目）、拟除虫菊酯类（分甲氰菊
酯、氯氟氰菊酯、溴氰菊酯、氯氰菊酯、氟氯氰
菊酯、氰戊菊酯 6个检测项目）、有机氯类（分百
菌清、三唑酮 2个检测项目）农药的残留量。检测
仪器为 SP-3420型气相色谱仪和 Agilent 6890N型
气相色谱仪。测定结果依据《GB2763-2012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进行判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类蔬菜中的农药残留

从表 1可看出，2010年抽检的 176份样品中，
除豆类和根茎类农药未超标外，其余 4类蔬菜均
超标，其中以叶菜类超标率最高，为 7.7%；其次
是甘蓝类，超标率为 4.3%。2011年抽检的 176份
样品中，叶菜、茄果类蔬菜农药超标，超标率分
别为 4.8%、1.7%；其余 4类蔬菜均未超标。2012
年抽检的 88份样品中，仅根茎类蔬菜农药超标，
超标率为 15.4%；其余 5类蔬菜均未超标。由 3 a
综合抽检结果可见，平凉市 6类蔬菜农药超标率
从大到小依次为叶菜类、根茎类、甘蓝类、茄果
类、瓜菜类、豆类。

［2］ 王鹤龄，王润元，张 强，等. 甘肃马铃薯种植布局
对区域气候变化的响应［J］. 生态学杂志，2012，31
（5）：1 111-1 116.

［3］ 高应平. 覆膜方式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J］. 甘肃农业
科技，2009，3：47-48.

［4］ 丁世成，刘世海，张 雷. 马铃薯双垄面全膜覆盖沟
播和大垄膜侧栽培试验初报［J］. 甘肃农业科技，
2006（8）：3-5.

［5］ 赵 谦. 旱地马铃薯覆膜方式对比试验简报［J］. 甘肃

农业科技，2008（6）：25-26.
［6］ 穆长青，董凤林. 覆膜方式对半干旱地区马铃薯经济

性状及产量的影响［J］. 甘肃农业科技，2014（3）：
47-48.

［7］ 薛俊武，任稳江，严昌荣. 覆膜和垄作对黄土高原旱
地马铃薯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J］. 中国农业
气象，2014，35（1）：74-79.

（本文责编：王 颢）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