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为喜钾作物，对钾肥需要量多。它不仅

在马铃薯植株体内不形成稳定的化合物，呈离子

状态存在，还具有调节生理功能的作用，促进光合

作用和二氧化碳的同化率，促进光合产物向贮藏

器官运输，延迟叶片的衰老，活化淀粉合成酶，影

响块茎中蛋白质、淀粉、纤维素的积累及产量的高

低[1- 5]。因此，在马铃薯的生产中，钾肥具有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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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关马铃薯钾素营养生理及钾

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的研究报导很多，结果都有

所不同，原因是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土壤条件

差异很大[6- 10]。贵州地处低纬度的高海拔山区，各

地由于海拔高度和生态条件的差异较大，导致地形

地貌的复杂性和气候类型的多样性。从贵州全省的

整体条件看，结合马铃薯生长发育对具体生态气候

条件的要求，其最大的特点是一年四季均可自然种

植马铃薯，极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化经营与发展。为

此，本研究结合贵州地区的生态气候特点，特设不同

的钾素处理，研究了高海拔地区钾素营养对马铃薯

品质的影响及增产效应。对促进高海拔地区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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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后下降的趋势，钾肥(K2O)施用量在 180 kg/hm2 时虽能获得较好的块茎产量和大薯率，但不能获得较高的经

济效益，综合产量和经济效益分析，最佳的钾肥(K2O)施用量 135 kg/hm2 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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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施钾量对马铃薯大薯率的影响

大薯率是衡量马铃薯产量高低的重要因素。
由图 1 可以看出，马铃薯的大薯率随着钾肥施用

量的增加呈现递增的趋势，当施用量达到一定量

时，大薯率又逐渐降低。T3 和 T4 差异不明显，以

T4 为最高，其他处理差异较明显。说明适量的钾

肥施用量能显著增加马铃薯的大薯率，为获得高

产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本试验的条件下，钾肥用量

在 135 kg/hm2、180 kg/hm2 时获得较高的大薯率，

但二者差异不明显。因此建议在相似的土壤条件

下，为减少投入的成本，钾肥施用量以 135 kg/hm2

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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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施钾量对马铃薯品质的影响

处理
淀 粉 蛋白质 维生素

(%) 比 ck 增加(%) (%) 比 ck 增加(%) (%) 比 ck 增加(%)

T1(ck) 12.88 - - 7.57 - - 19.03 - -

T2 13.63 5.82 7.88 4.10 19.88 4.47

T3 14.41 11.88 8.27 9.25 20.98 10.25

T4 14.19 10.17 8.38 10.70 20.67 8.62

T5 13.84 7.45 8.08 6.74 20.21 6.20

T6 13.22 2.64 7.81 3.17 19.43 2.10

产业的发展，提高马铃薯品质，促进马铃薯增产增

收，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品种 为 贵 州 地 区 主 要 推 广 品 种 中 薯 2

号。供试土壤前茬作物为玉米，平均海拔 1 850

m，土壤为小黄泥土，土壤肥力状况：有机质 3.83

g/kg、全氮 1.19 g/kg、碱解氮 97.89 mg/kg、速效磷

13.2 mg/kg、速效钾 117.2 mg/kg。
1.2 试验方法

本试验 2010 年在贵州大学农业科技园进行。
试验按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 6 个处理即 T1 不施

钾肥 (对照)、T2 为 90 kg/hm2、T3 为 135 kg/hm2、
T4 为 180 kg/hm2、T5 为 225 kg/hm2、T6 为 270

kg/hm2。每个处理 3 次重复，株行距 36 cm×45

cm，密度 61 775 株 /hm2，小区面积 20 m2,试验区

四周设保护行。氮和磷施用量，各处理按前人研究

结果：每生产 500 kg 马铃薯块茎需 N 2.65 kg、
P2O5 1.0 kg，按平均单产 1 500 kg 的目标产量计

算用量。供试肥料为腐熟农家肥、尿素(N46%)、过
磷酸钙(P2O5 18%)、硫酸钾(K2O 50%)。所有肥料全

作基肥一次施入。其他管理同一般大田。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淀粉采用水浸提 - 碘比色法；粗蛋白采用半

微量凯氏定氮法；维生素采用荧光法；结薯数：地

下块茎大薯 (100 g 以上 )、中薯 (50～100 g)、小薯

(50 g 以下)个数的总和；产量：称重法，按小区实

收记产，按大薯(＞100 g)、中薯(50～100 g)、小薯

(＜50 g)分别计产；经济效益：以经济产量与收获

时实际批发价乘积计算效应(0.80 元 /kg)。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施钾量对马铃薯块茎淀粉、蛋白质、维
生素等成分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钾肥对马铃薯营养品质有重要

的影响，随着钾肥施用量的增加，马铃薯的营养品

质呈现递增趋势，但施用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其

营养品质又逐渐降低。各钾肥施用处理与对照相

比，淀粉和维生素的含量均以 T3 为最高，分别比

对照增加 11.88%、10.25%，T4 次之，二者差异不

明显；而蛋白质含量是 T4 表现最高，比对照增加

10.7%，T3 次之，二者差异也不明显。说明适量的

钾肥可以提高马铃薯的营养品质，过高或过低都

不利于其品质的形成，钾肥施用量为 135～180

kg/hm2 范围内品质表现较好。

图 1 不同施钾量对马铃薯大薯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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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数量，最终可以提高马铃薯的产量。
2.4 不同施钾量对马铃薯经济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钾肥施用量的增加，马铃

薯的经济产量逐渐升高，当钾肥的施用量达到一定

的限度时，产量则表现为下降趋势。各处理 T4 产量

最高，达到 32.6 t/hm2，比对照 T1 增加 8.1 t/hm2；

T3 次之，达到 30.8 t/hm2，比对照 T1 增加 6.3

t/hm2。从各处理的多重比较来看，T4 与 T3 之间块

茎产量差异不显著；T4、T3 与处理 T5、T2、T6、T1

之间块茎产量达到极显著差异；T5、T2、T6、T1 间

差异不显著。说明适量的钾肥施用量能显著增加马

铃薯产量，在本试验的条件下，钾肥用量在 135

kg/hm2、180 kg/hm2 时能够获得较高的产量，二者

差异不显著，因此建议在相似土壤条件下，为减少

生产成本，钾肥用量以 135 kg/hm2 左右为宜。
2.5 不同施钾量马铃薯经济效益分析

由表 4 的经济效益核算可知，各施肥处理与

对照相比均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在氮、磷肥用量

固定的情况下，马铃薯的总收益、净收益、产投比

均随钾肥施用量的增加而递增，当钾肥达到一定

用量时，各数值均呈现下降趋势，各处理以 T4、T3
表现较好。T4 比未施钾肥 T1 净收产值每公顷增

加 4 808 元，产投比为 2.80 ∶1；T3 比未施钾肥的

T1 净收产值每公顷增加 3928 元，产投比为 2.91∶
1，由于 T3 比 T4 施用钾肥数量少，投入成本稍

低，所以产投比较 T4 合理；其它处理由于施肥不

合理，净收产值较低，其产投比不高。说明适当增

加钾肥的施用量虽然能够提高马铃薯的产量，但

是由于钾肥价格较贵，投入成本较高，不能获得较

高的经济效益，综合产量和经济效益分析，最佳的

钾肥施用量 135 kg/hm2 左右为宜。

表 2 不同施钾量马铃薯薯块、薯重的比较

处理
>100 g(%) 50～100 g(%) <50 g(%)

单株薯数(个) 单株薯重(g) 单薯重(g)
块数 重量 块数 重量 块数 重量

T1(ck) 23.6 43.9 28.3 35.1 47.3 20.5 2.8 152.1 54.3

T2 25.3 46.1 29.5 33.9 44.7 18.5 3.0 183.6 61.2

T3 28.0 49.1 34.3 35.3 37.2 16.1 3.3 241.2 73.1

T4 29.9 50.2 33.5 34.2 35.9 15.8 3.6 270.4 75.1

T5 29.9 51.8 36.5 32.6 33.3 14.3 3.8 263.3 69.3

T6 31.8 55.4 35.7 30.9 32.5 12.8 3.9 247.7 63.5

表 3 不同施钾量对马铃薯经济产量的影响

处理 产量(t/hm2)
产量增加 差异显著性

(t/hm2) (%) 0.05 0.01

T4 32.6 8.1 26.3 a A

T3 30.8 6.3 27.8 a A

T5 27.5 3.0 1.3 b B

T2 26.6 2.1 0.9 bc B

T6 26.1 1.5 0.7 bc B

T1 24.5 - - - - b B

表 4 不同施钾量马铃薯经济效益分析 元 /hm2

处理 肥料投入 种子 用工 总投入 总收益 净收益 比 ck 净收产值 产投比

T1 509 1 800 3 750 6 308 19 572 13 264 - - - 2.76

T2 629 1 800 3 750 6 860 21 236 14 376 1 112 2.68

T3 749 1 800 3 750 7 412 24 604 17 192 3 928 2.91

T4 869 1 800 3 750 7 964 26 036 18 072 4 808 2.80

T5 989 1 800 3 750 8 516 21 964 13 448 184 1.92

T6 1109 1 800 3 750 9 068 20 876 11 808 - 1 456 1.56

注：试验中尿素的价格为 2.2 元 /kg、过磷酸钙 0.75 元 /kg、硫酸钾 4.6 元 /kg、马铃薯批发价 0.8 元 /kg。

2.3 不同施钾量对马铃薯经济性状的影响

据测产结果可知(表 2)，随着钾肥施用量的增

加，单株结薯块数、大中薯块比例也随之增加，小

薯块比例逐渐减少, 而单株薯重及单薯重随着钾

肥施用量的增加呈现递增的趋势，当施钾量达到

一定量时，二者表现逐渐降低，各处理以 T4 为最

高。说明适量增加钾肥施用量可以提高马铃薯单

株结薯块数及重量，增加大中薯的比例，减少小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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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3.1 从品质分析结果看，适量施钾有提高马铃薯

淀粉含量的作用，但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淀粉含

量呈下降 趋 势 ，其 中 钾 肥 (K2O) 施 用 量 为 135～
180 kg/hm2 范围内淀粉的含量达到最高值，而马

铃薯维生素和蛋白质含量下降幅度不大，这也与

前人的结论相吻合[11-14]。
3.2 钾对马铃薯块茎的膨大有明显的正效应，施

钾处理的大、中薯比例明显高于对照，随着钾肥施

用量的增加而递增，从而提高了马铃薯的产量和

商品率，这与李玉影、张国华等增施钾肥有显著的

增产效果，大小薯块所占比例与产量也有相关性

的结论相一致[15-20]。但随着钾肥施用量的增加，净

增产值、新增产投比也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说明增加钾肥施用量能获得马铃薯高产，但由

于钾肥价格较贵，投入成本较高，不能获得较高的

经济效益，综合产量和经济效益分析，最佳的钾肥

(K2O)施用量 135 kg/hm2 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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