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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垄作栽培模式对土壤水分利用效率及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马铃薯全膜双垄垄播
栽培商品薯率高、 结薯数多， 折合产量 35 606.1 kg/hm2， 较露地垄作增产 7 310.6 kg/hm2， 增产率 25.8%。 建
议在庄浪县大面积推广马铃薯黑色全膜双垄垄播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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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地处六盘山西麓， 海拔 1�400～2�857�
m， 年均降水量 498�mm， 年均气温 8.1�℃， 是典
型的旱作农业区［1�］。 马铃薯是庄浪县的第二大作
物， 也是特色优势产业， 近年来， 随着旱作农业
的发展， 马铃薯全膜栽培面积不断扩大， 常年播
种面积 2 万 hm2 以上。 但庄浪县马铃薯的栽培模

式比较单一， 产量低而不稳。 为此， 笔者于 2015
年进行了马铃薯不同栽培方式研究， 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氮肥为尿素（含 N�46%， 中国石油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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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各因素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
对这 5 个因素 4 个浓度水平通过正交实验设计 16
个 组 合 ， 并 同 时 应 用 3 个 反 应 程 序 进 行
RAPD-PCR 扩增， 扩增结果很直观的反应在琼脂
糖凝胶电泳图像中。 选用了 3 对引物， 相当于做
了 3 次重复， 各重复之间相互印证。 最终建立了
适合兰州百合 RAPD-PCR 的反应体系和反应程
序。 这为兰州百合种质资源的鉴定、 种间关系的
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也为选育优良的百合品种
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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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化分公司生产）； 磷肥为普通
过磷酸钙（含 P2O5�12%， 云南禄丰勤攀磷化工有限
公司生产）； 钾肥为硫酸钾（含 K2O�50%， 山东鲁
丰钾肥有限公司生产）。 地膜为天水天宝塑业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的“天宝牌”0.008�mm 农用地膜。 指
示马铃薯品种为庄薯 3 号， 系脱毒一级种。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区位于东经 106° 05′ 28.0″ 、 北纬 35° 10′
30.8″， 海拔 1�843�m， 属黄土丘陵沟壑地貌。 年平
均气温 8.1�℃， 无霜期 145�d， ≥10�℃的活动积温
2�640.4�℃， 年均降水量 489.0�mm， 平均蒸发量为
1�289.1�mm， 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为 67%， 平均干
燥度 1.55， 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庄浪县南坪乡史坪村， 前茬作物马
铃薯。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共 3 个处理， T1 全膜
垄作侧播［2�］； T2 全膜双垄垄播， 垄整成“凹”行，
即成 2 个小垄， 马铃薯播于小垄上， 沟内覆土打
渗水孔集雨［3�-�5�］； T3 露地垄作（CK）。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26.4�m2（4.4�m×6.0�m）， 设置走道及保护
行。 试验各处理施肥量相同， 生育期共施农家肥
4.5 万 t/hm2、 N�225�kg/hm2、 P2O5�75�kg/hm2、 K2O�80�
kg/hm2， 农家肥、 磷钾肥一次性底施， 50%氮肥底
施， 50%氮肥于现蕾期追施［5�］。 T1、 T2 用 120�cm
黑色地膜全地面覆盖， 地膜接于沟内并用土压紧，
覆盖后及时在沟内每隔 20�cm 打渗水孔， 便于雨
水及时入渗， 渗水孔用土封住， 防止大风揭膜。
试验于 4 月 6 日， 采用简易马铃薯穴播器播种，
宽行距 70�cm、 窄行距 40�cm， 株距 30�cm， 播深
15�cm， 密度 60�000 穴 /hm2。 其他田间管理同当地
大田。

1.4 测定记载
马铃薯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结薯期取

0～100�cm 土样， 播前和成熟期取 0～200�cm 土
样， 用烘干法测定水分。 记载生育期、 经济性状。
成熟后， 每小区按五点取样法取 20 株考种， 按大
薯（＞150�g）、 中薯（75～150�g）、 小薯（＜ 75�g）统
计［5�］， 小区收获计实产。 计算土壤含水量、 土壤
贮水量、 耗水量、 水分利用效率等。 试验数据用
Excel 进行处理， 用 DP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土壤重量含水量（%）=（土壤湿重-土壤干重）/
土壤干重×100

土壤贮水量（mm）=土壤重量含水量（%）×容重
（g/cm3） ×土层厚度（cm）×10

耗水量（mm）=播前贮水量（mm）-收后贮水量
（mm）+生育期降水（mm）

水分利用效率［（kg/（mm·hm2）］=经济产量
（kg/hm2）/耗水量（mm）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处理 T1、 T2 均较T3（CK）
出苗期提前 12�d、 现蕾期提前 11�d、 开花期提前
12�d、 结薯期提前 7�d、 成熟期提前 9�d。 T1、 T2
生育期均为 168�d， 比 T3（CK）提前 8�d。
2.2 主要性状

由表 2 可知， 不同处理马铃薯株高以 T2 最
高， 为 112.0�cm， 较 T3（CK）高 6.0�cm。 T2 单株结
薯数为 4.5 个， 较 T3（CK）多 1.8�个； 其中大、 中
薯 3.5 个， 较 T3（CK）多 1.5 个； 大中薯率 77.8%，
较T3（CK）高 3.7 百分点。 单株薯块重 T2 最高， 为
601�g， 较T3（CK）增加222�g； 其中大、 中薯重 551�
g， 较 T3（CK）增加 207�g。 综合经济性状以 T2 最

处理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

播种期 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结薯期 成熟期

T1 6/4 15/5 7/6 15/6 22/7 21/9 168

T2 6/4 15/5 7/6 15/6 22/7 21/9 168

T3（CK） 6/4 27/5 18/6 27/6 29/7 2/10 177

表 1 不同处理马铃薯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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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高
/cm

单株结薯数/个 单株薯块重/g

大薯 中薯 小薯 合计 大薯 中薯 小薯 合计

T1 110.5 2.0 1.2 1.1 4.3 364 118 52 534

T2 112.0 2.1 1.4 1.0 4.5 421 130 50 601

T3（CK） 106.0 1.3 0.7 0.7 2.7 262 82 35 379

处理
贮水量/mm 生育期降水量

/mm
耗水量
/mm

水分利用效率
/［kg/（mm·hm2）］播前 收后

T1 568.4 615.4 750.2 703.2 46.41

T2 568.4 604.7 750.2 713.9 49.87

T3（CK） 568.4 576.8 750.2 741.8 38.15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26.4�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位次

T1 86.2 32�651.5�a�AB 4�356.0 15.3 2

T2 94.0 35�606.1�a�A 7�310.6 25.8 1

T3（CK） 74.7 28�295.5�b�B 3

表 2 不同处理马铃薯的主要性状

表 3 不同处理 0～200 cm 土层含水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表 4 不同处理马铃薯的产量

佳， T1 居中。
2.3 水分利用效率

从表 3 可以看出， 水分利用效率以 T2 最高，
为 49.87�kg/（mm·hm2）， 较 T3（CK）增加 11.72�kg/
（mm·hm2）， 增幅 30.7%。 T1为 46.41�kg/（mm·hm2），
较 T3（CK）增加 8.26�kg/（mm·hm2）， 增幅 21.7%。
说明地膜覆盖显著的提高了马铃薯的水分利用效
率， 全膜双垄垄播优于全膜垄作侧播， 全膜垄作
侧播优于露地垄作。
2.4 产量

由表 4可知， 不同处理的马铃薯折合产量以 T2
最高， 为 35�606.1�kg/hm2， 较 T3（CK）增产 7�310.6�
kg/hm2， 增产率 25.8% 。 T1 折合产量 32� 651.5�
kg/hm2， 较 T3（CK）增产 4�356.0�kg/hm2， 增产率
15.3%。 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处理间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F 处理 =23.372＞F0.01=�18.000），
进一步采用最小显著极差法（LSR-SSR）多重比较，
T2 与 T1 差异不显著， 与 T3（CK）差异极显著； T1
与 T3（CK）差异显著。

3���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地膜覆盖较露地处理显著的

提高了马铃薯的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全膜双垄
垄播优于全膜垄作侧播。 全膜双垄垄播种植的商
品薯率高、 结薯数多， 折合产量最高， 为 35�606.1�
kg/hm2， 较露地垄作增产 7�310.6�kg/hm2， 增产率
25.8%， 建议在庄浪县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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