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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薯 1号不同密度和不同施肥量试验研究

王 凤，刘 峰，李 闯，王忠伟*，王殿发，王 洋，张 海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吉林 范家屯 136105）
摘 要：选择生产中主推品种“吉薯 1号”，采取不同密度和不同施肥量配套栽培的种植方式，寻找“吉薯 1

号”最佳施肥量和种植密度。结果表明：“吉薯 1号”最佳组合为施肥量 1000 kg/hm2、密度 25 cm。产量比对照

提高 18.6%，纯收入比对照多 6418.8元/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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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ment of Different Densities and
Different Fertilizer Levels of‘Jishu No.1’

WAMG Feng, LIU Feng, LI Chuang, WANG Zhong-wei*, WANG Dian-fa, WANG Yang, ZHANG Hai
( Economic Plants Institute of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anjiatun 136105, China)

Abstract：‘Jishu No.1’, a popular potato in production, was select as materials. Different density and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rates were adopted to seek the optimum density and fertilization r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ptimal
fertilization rate and space in row of‘Jishu No.1’were 1000 kg/hm2 and 25 cm, respectively. The yield increased
18.6%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and net income was 6418.8 yuan RMB per hectare more tha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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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喜肥高产作物。对肥料反应极为敏

感，理论上马铃薯的产量与施肥量呈正相关，所以

农民往往错误地认为“多施肥即是夺高产”，随着农

民对种地投入的增加，农村“施肥过量，增产不增

收”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施肥量直线上升，从每公顷

施吨肥（1000 kg/hm2）到吨半肥（1500 kg/hm2）不止。

为了进一步改进我国农村的传统施肥模式，引导

农民科学种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

所对当前生产上主推品种吉薯 1号进行肥效密度

互作试验 ,主要研究吉薯 1号的密、肥丰产栽培技

术 ,选择适合吉薯 1号的密、肥优化最佳组合方

案。为农民提供马铃薯优良品种的同时，也提供

出配套的合理密植技术措施和适量施肥的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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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地点

供试品种：吉薯 1号脱毒种薯，种薯提供单

位：吉林吉科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

供试肥料：黑龙江省爱农复合肥料有限公司

生产的倍丰马铃薯专用复合肥，总养分含量 ≥
45%，N∶P∶K比例为 14∶14∶17。

试验地点：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

所试验区，试验地土质为淋溶黑钙土，前茬作物

为玉米。

1.2 方法

本试验设不同密度和不同施肥量两个因子。

（1）密度设 4个水平，A1、A2、A3、A4，对应的行株

距分别为 65 cm×30 cm；、65 cm×25 cm、65 cm×20
cm、65 cm×15 cm；（2）施肥量设 3个水平，B1：650
kg/hm2（对照），B2：吨肥 1000 kg/hm2、B3：吨半肥

1500 kg/hm2（B2、B3为 2个参试水平）共 12个处

理。试验设 4行区，不设重复，行长 6.0 m,行距

0.65 m，小区面积 15.6 m2，试验区四周设保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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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播种，5月 27日出苗，出苗后及时调

查出苗率，6月 23日、7月 14日分别对吉薯 1号生

物学性状进行调查，9月 7日收获，收获后对吉薯

1号块茎性状、产量、商品率等进行调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密度对“吉薯 1号”的影响

2.1.1 密度对“吉薯 1 号”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由表 1看出：随着密度增加株高和叶覆盖指

数都有增高趋势，其中以吨肥中 20 cm株距的植

株最高 92.4 cm，分枝数和茎粗却是随着密度增加

而减少；生育天数和叶色与密度关系不明显。

表 1 吉薯 1号肥料密度试验植物学性状田间调查表

处理

B1×A1
B1×A2
B1×A3
B1×A4
B2×A1
B2×A2
B2×A3
B2×A4
B3×A1
B3×A2
B3×A3
B3×A4

叶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浅绿色

浅绿色

浅绿色

浅绿色

株高（cm）
72.2
75.2
90.2
91.2
74.0
74.8
92.4
91.6
70.8
72.4
73.6
74.6

分枝数

2.4
2.4
2.2
2.0
2.8
2.6
2.4
2.2
2.8
2.4
2.0
2.0

茎粗（cm）
1.18
1.22
1.02
0.96
1.36
1.3
1.12
1.0
1.22
1.20
1.04
0.84

生育天数（d）
78
78
78
78
80
80
80
80
76
76
74
74

叶面积指数

3.5
4.5
5.0
5.0
3.5
4.0
4.6
4.8
3.0
3.5
3.8
4.0

表 2 吉薯 1号肥料密度试验产量及产量构成因子测算一览表

处理

B1×A1
B1×A2
B1×A3
B1×A4
B2×A1
B2×A2
B2×A3
B2×A4
B3×A1
B3×A2
B3×A3
B3×A4

单株结薯量（个）

9.0
8.2
10.2
7.8
10.6
8.4
6.8
10.6
7.6
8.8
9.2
7.2

单株薯重（kg）
1.28
0.88
1.04
0.96
1.06
0.94
0.82
1.0
1.02
0.98
0.92
1.04

小区产量（kg/hm2）
60.2
61.0
66.8
65.5
77.4
79.2
75.2
69.3
71.6
67.2
67.5
67.1

产量（kg/hm2）
38 589.7
39 102.6
42 820.5
41 987.2
49 615.4
50 769.2
48 205.1
44 423.1
45 897.4
43 076.9
43 269.2
42 948.7

商品率（%）
78.98
80.66
74.52
69.68
86.06
86.99
82..68
80.11
82.09
82.55
81.22
78.36

与最高对照比（%）

15.9
18.6
12.6
3.7
7.2
0.6
1.0
0.3

2.1.2 密度对“吉薯 1 号”产量及产量构成因子的

影响

由表 2看出：随着密度增加单株结薯数有增

多的趋势但规律性不强 ,小区产量和商品率都随

着密度的增加而减少。

2.2 肥料对“吉薯 1号”的影响

2.2.1 施肥量对“吉薯 1 号”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由表 1看出：施肥量与株高、分枝数、茎粗都

呈正相关；叶色随着施肥量增加颜色也逐渐加

深；生育天数 B2处理最贴近吉薯 1号品种生育

期，对照 B1（650 kg/hm2）有早衰现象，B3处理生育

期也比正常的短些。

2.2.2 施肥量对“吉薯 1 号”产量及产量构成因

子的影响

由表 2看出：施肥量对吉薯 1号的影响，B2施
肥水平下，B2×A2处理产量最高 50 769.2 kg/hm2与

对照(650 kg/hm2)中最高产量 42 820.5 kg/hm2比增产

18.6%；而 B3施肥水平，是 B3×A1处理产量最高

45 897.4 kg/hm2与对照（650 kg/hm2）中最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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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820.5 kg/hm2 比增产 7.2%；与每公顷施肥量

1000 kg的各处理产量比没有优势 ,甚至表现得略

低；其中对照有早衰现象产量最低。从实际测产看，

株距 25 cm，施肥量 1000 kg/hm2处理产量为 50 769.2
kg/hm2，是所有处理中表现最好，比最低产量38 589.7
kg/hm2增产 31.56%。

从表 2发现：施肥 650 kg/hm2、最高产量 42 820.5
kg/hm2时，密度为 20 cm；施肥 1000 kg/hm2、最高产量

50 769.2 kg/hm2时，密度为 25 cm；施肥 1500 kg/hm2、

最高产量 45 897.4 kg/hm2时，密度为 30 cm。也就是

肥量大时需稀植，肥量小时宜密植。

2.3 不同施肥量处理对块茎产量的影响分析

由表 3可以看出，2个不同施肥量的处理块茎

产量都明显高于对照，产量增加幅度在 7.8%～
16.0%，对产量结果进行 Duncan's多重比较，与对

照比（5%显著水平）都有显著差异。而 2个处理

间的产量结果差异不明显，分析原因，吉薯 1号为

中熟品种，需肥量不是很大，2014年吉林省 7～9
月干旱雨少，肥料没有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所以

吨半肥比吨肥产量持平甚至略低一些。

2.4 产量效益分析

各处理劳动力和农家肥投入视为一致，商品薯

按 2015年当地收购价格 0.8元/kg计，比较各处理的

经济效益（表 4）。结果表明：在所有处理中，以B2×
A2的经济效益最高，为 34 615.4元/hm2，其次是B2×
A1、B2×A3和B3×A1，即获得经济效益最高的前 3位
都是B2处理，也就是说吉薯 1号的最佳施肥水平是

B2（吨肥 1000 kg/hm2）,种植密度以 25 cm为宜，株距

最密不得超过20 cm，最稀不得超过30 cm。
从表 4可以看出：吨肥和吨半肥的最高产量

50 769.2 kg/hm2（B2×A2）和 45 894.4 kg/hm2（B3×
A1）都比对照最高产量 42 820.5 kg/hm2（B1×A3）

表 3 不同施肥量处理块茎产量统计分析表

处理

B3
B2
B1
注：小区平均产量为各施肥水平中所有密度和平均值

产量 (kg/hm2)
273.4
294.1
253.5

Duncan多重比较

5%显著水平

a
ab
c

Duncan多重比较

1%显著水平

A
A
B

表 4 各处理产量、商品率及经济效益比较

处理

B2×A2
B2×A1
B2×A3
B3×A1
B2×A4
B3×A3
B3×A2
B3×A4
B1×A3
B1×A4
B1×A2
B1×A1
注：2014年复合肥 2400元 /t，种薯 2.0元 /kg，商品薯 0.8元 /kg

产量

(kg/hm2)
50 769.2
49 615.4
48 205.1
45 897.4
44 423.1
43 269.2
43 076.9
42 948.7
42 820.5
41 987.2
39 102.6
38 589.7

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商品率

（%）
86.99
86.06
82..68
82.09
80.11
81.22
82.55
78.36
74.52
69.68
80.66
78.98

投入（元 /hm2）
种薯

3600
3000
4600
3000
6000
4600
3600
6000
4600
6000
3600
3000

化肥

2400
2400
2400
3600
2400
3600
3600
3600
1560
1560
1560
1560

合计

6000
5400
7000
6600
8400
8200
7200
9600
6160
7560
5160
4560

收入（元 /hm2）
收入

40 615.4
39 692.3
38 564.1
36 717.9
35 538.5
34 615.4
34 461.5
34 358.9
34 256.4
33 589.8
31 282.1
30 871.8

纯收入

34 615.4
34 292.3
31 564.8
30 117.9
27 138.5
26 415.4
27 261.5
24 758.9
28 096.4
26 029.8
26 122.1
26 311.8

位次

1
2
3
4
7
8
6
12
5
11
10
9

高 ,这正是误导农民多施肥的原因。可从纯收入

看 ,吨半肥纯收入 30 117.9元/hm2，虽然比对照多

收入 2021.5元/hm2，可却比吨肥少收入 4497.5元/
hm2。多投入半吨肥却少收入 4497.5元/hm2。这

就是典型的多投入少产出现象（虽然也增产却比

最佳处理效益低）。

3 结论与讨论

3.1 “吉薯 1号”在生产中，施肥量以 1000 kg/hm2

为宜，因为该品种为中熟品种，需肥量不大，需肥

时间相对较短，肥量过少植株容易脱肥，发挥不

出“吉薯 1号”高产潜力，施肥过多土壤中残肥量

大，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

3.2 “吉薯 1号”在生产中栽培密度以株距 25
cm、垄距 65 cm为最佳。因为马铃薯叶面积指数

以 3.5～4.5为标准。若叶面积指数超过此数，则

净光合率下降；若小于此数，净光合率虽提高，但

总光合产物下降。 （下转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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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旨在探索提高马铃薯产量与肥料密度

互作的效应 ,为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健康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 :试验所代表的地区种植

马铃薯要获得高产 ,不但要选择增产潜力大的高

产品种 ,还要适当注意播种密度和施肥量间关系 ;
选择最佳的施肥量和播种密度是农民获得最大效

益的唯一捷径。

本试验中 B3处理增产效果不明显，可能与气

候因素有关。另外，选择密度不太合理，筛选出

的种植密度最佳阈值 20～30 cm过大。今后在 20
～30 cm间细化种植密度，以期缩小阈值寻找最

佳拐点，为农民测土施肥及合理密植提供理论依

据。为吉薯 1号不同密度和不同施肥量配套栽培

技术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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