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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 2009—2013年华亭县采集和化验的土壤样品 5 363个，研究了华亭县土壤耕层养分现状以及
1984年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以来耕层土壤养分含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全县农田土壤的有机质、有效磷含量
属于中量水平，速效钾含量丰富，全氮含量中等偏上。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结果相比，有效磷、有机质、速效

钾、全氮含量分别提高 100.00%、51.56%、45.61%、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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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作

物在土壤中生长必备的物质基础。分析研究耕层

土壤养分状况及变化趋势，可为全面掌握土壤性

质，合理改良利用土壤、科学施肥、培肥地力提

供依据［ 1 - 2］。甘肃省华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结

合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实施，于 2009—2013年在

全县开展了耕层土壤养分测定，并将分析化验结

果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结果进行比较，基本摸

清了全县土壤养分状况及变化趋势。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按照《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要求，

合理划分采样单元，布置样点分布图。根据华亭

县 10个乡（镇）的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土壤

分布等因素，共采集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 5 363

个，将每 15～20个样点 0～20 cm 的耕层土壤混

2.5 抗病性

在试验过程中，从播种、定植到采收结束，

各品种暂未发现病害。2014年 11月 15日始花期

前 7 d，个别植株发现蚜虫，经过施用 5%吡虫啉

乳油 2 000倍液防治后，蚜虫得到了有效控制，未

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新引进的 4个品种均表现

耐疫病和抗病毒。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陇椒 3 号株型开展度适中，

节位多、果大、味辣、果形好、抗性强，后期生

长势好，连续坐果能力强而且产量高，适宜在当

地日光温室越冬一大茬低温寡照条件下推广种植。

赛椒虽味特辣，比较适合当地口味，但产量较低，

有待下年继续试验。航椒 5号株形高大，果形小，

株型比较松散，不便日光温室栽培后期管理；产

量虽较对照品种陇椒 16号减产，但减产率不大，

建议继续试验。福多美始花节位低、株型紧凑，

但产量低，不适宜在天祝县日光温室种植，建议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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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小区平均产量
（kg/25.2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

赛椒1号 70.9 28 134.9 b B -4.79

陇椒3号 89.5 35 515.9 a A 20.08

陇椒 16号（CK） 74.5 29 563.5 b B

航椒5号 74.4 29 523.8 b B -0.09

福多美 69.8 27 698.4 b B -6.31

表 4 参试辣椒品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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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 1个样品，同时进行 GPS定位，填写采

样地块基本情况调查表。

1.2 测试方法

全氮采用凯氏蒸馏法，有效磷采用碳酸氢钠

提取—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采用乙酸铵浸提—

火焰光度计法，有机质采用油浴加热重铬酸钾氧

化—容量法。测试方法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时

土壤样品分析方法相同［ 3 - 4］。

1.3 土壤养分含量分级标准

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采用第

二次全国土壤普的分级标准（表1）。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层土壤养分含量现状及面积比例

根据甘肃省土壤养分分级标准及表 2、表 3的

结果，华亭县耕地土壤有机质最高含量为 47.9

g/kg，最低为 9.4 g/kg，平均为 19.4 g/kg，含量在

15.0～25.0 g/kg 的面积占 80.29%，说明华亭县有

机质含量的丰缺程度大部分属于中量。有效磷最

高含量为 35.3 mg/kg，最低为 6.0 mg/kg，平均为

14.4 mg/kg，含量在 10.0～20.0 mg/kg 的面积占

97.99%，说明全县耕层土壤有效磷含量的丰缺程

度基本属于中量。速效钾最高含量为 451 mg/kg，

最低为 102 mg/kg，平均为 249 mg/kg，含量在 150

mg/kg 以上的面积占 95.75%，说明全县耕层土壤

速效钾含量丰缺程度为丰富。全氮含量最高 3.380

g/kg，最低 0.160 g/kg，平均 1.315 g/kg，含量在

1.000 g/kg以上的面积占 84.87%，说明全县耕层土

壤全氮含量整体上丰缺程度属于中等偏上。

2.2 耕层土壤养分含量变化

将 2009— 2013 年耕层土壤养分测试结果与

1984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进行对比，从对

比结果（表4）看，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

效钾含量均有所上升，有效磷含量增加 100.00%，

有机质含量增加 51.56%，速效钾含量增加

45.61%，全氮含量增加 35.57%。有机质、全氮、

有效磷、速效钾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20.58%、

25.48%、19.51%、23.74%，表明来自不同地点土

壤样品中的有机质和有效磷含量相对稳定，而全

氮和速效钾含量相对变异较大。

3 小结与讨论

1）根据 2009—2013年调查结果，华亭县耕地土

壤有机质丰缺程度大部分为中量，土壤有效磷含

年份 有机质
（g/kg）

全氮
（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1984 12.8 0.970 7.20 171

2009— 2013 19.4 1.315 14.40 249

表 4 华亭县土壤耕层养分含量变化状况

等级 有机质
（g/kg）

全氮
（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一级 ≥30 ≥2.00 ≥30.0 ≥300

二级 30.0～25.0 1.50～2.00 25.0～30.0 250～300

三级 20.0～25.0 1.25～1.50 20.0～25.0 200～250

四级 15.0～20.0 1.00～1.25 15.0～20.0 150～200

五级 10.0～15.0 0.75～1.00 10.0～15.0 100～150

六级 ＜6.0 ＜0.75 ＜10.0 ＜100

统计项 有机质
（g/kg）

全氮
（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平均值 19.4 1.315 14.4 249

标准差 4.0 0.34 2.80 59.23

最大值 47.9 3.380 35.3 451

最小值 9.4 0.160 6.0 102

表 1 华亭县土壤养分含量分级标准

表 2 2009—2013 年华亭县耕层土壤养分含量统计

等级

有机质 全氮 有效磷 速效钾

代表面积
（hm2）

占耕地面积
（%）

代表面积
（hm2）

占耕地面积
（%）

代表面积
（hm2）

占耕地面积
（%）

代表面积
（hm2）

占耕地面积
（%）

一级 140.13 0.44 421.71 1.32 0 0 6 561.99 20.51

二级 2 542.36 7.95 9 679.24 30.26 20.11 0.06 7 662.32 23.95

三级 11 250.44 35.17 6 365.81 19.90 945.01 2.95 12 803.87 40.03

四级 14 433.39 45.12 10 683.31 33.40 13 189.96 41.23 3 601.09 11.26

五级 3 543.29 11.08 3 694.98 11.55 17 211.29 53.8 1 360.41 4.25

六级 80.07 0.25 1 144.64 3.58 623.31 1.95 0 0

合计 31 989.68 100.00 31 989.68 100.00 31 989.68 100.00 31 989.68 100.00

表 3 华亭县不同养分分级耕地面积及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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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马铃薯品种克新 6号为指示品种，在环县进行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施药时期和施药次数对
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试验，结果表明，在马铃薯苗期、现蕾期、开花期、块茎膨大期各喷施 1次 58%甲霜灵锰
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可达 78.8%，商品薯率较对照全生育期不施药提高 25.1百分
点，非商品薯率较对照降低 17.5百分点，病薯率较对照降低 7.6百分点；折合总产量最高，为 16 856.7 kg/hm2，
较对照增产 43.50%。于苗期、现蕾期、开花期各喷施 1次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
疫病的防效可达 78.0%，折合总产量为 16 830.0 kg/hm2，较对照增产 43.27%。于现蕾期、开花期各喷施 1次 58%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可达 72.8%，较对照增产 40.86%。于现蕾期喷施 1
次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可达 47.9%，较对照增产 29.23%。
关键词：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施药时期；施药次数；马铃薯晚疫病；防效；产量
中图分类号：S5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6）04-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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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晚疫病是由疫霉菌［Phytophthora infes原
tans（Mont.）de Bary］引起的一种马铃薯毁灭性病

害，可造成减产 20%～40%，甚至产量绝收［ 1 - 4］。

马铃薯晚疫病一般于每年 7月中旬个别田块出现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
防效初报
郭满平 1，敬克农 2

（1. 甘肃省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环县 745700；2. 甘肃省环县八珠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甘肃 环县 745705）

量的丰缺程度基本属于中量，土壤速效钾含量丰

缺程度为丰富，全氮含量整体上丰缺程度属于中

等偏上。与 1984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进行

对比，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

均有所上升。

2）自 1984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华亭县

化肥使用总量呈上升趋势，由 1984 年的 130.38

kg/hm2增加到 2013年的 222.15 kg/hm2（纯量），使

土壤氮、磷养分含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施用

量超出了作物的需求量，造成土壤有效养分含量增

加；另外随着化肥用量的增加，作物单产也随之提

高，作物秸秆也不断丰富，扩大了秸秆还田数量，

使土壤有机质含量上升，土壤肥力上升［ 5］。

3）生产中应根据不同地块的肥力状况和种植作物

的不同，在使用有机肥的基础上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氮、磷、钾配施，做到有的放矢，缺什么补

什么，缺多少、补多少，坚决纠正盲目施肥现象，

并结合土壤养分测试结果和不同作物种类，有针

对性地推广施用微肥，提高作物单产，平衡土壤

养分，培肥地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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