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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马铃薯不同播期试验初探 

何光梅，邓某祥 
(贵州省修文县扎佐镇农业服务中心，贵州修文 550201) 

摘要 进行了脱毒马铃薯不同播期的随机区组试验。结果表明：播期不同，各处理的出苗期、现蕾期和成熟期均不同，病害发生轻重亦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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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脱毒马铃薯在修文县的最佳播种时期，笔者进行 

了不同播期的随机区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播期的脱 

毒马铃薯，抗病性、成熟期和产量均存在差异。2008年最佳 

播种时期为3月 16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选择在修文县扎佐镇小堡村廖 

大中户承包地进行，海拨 1 310 m，降雨量 1 200 mm，无霜期 

265 d，年平均气温 13．6℃，土质黄壤，肥力上等，灌溉条件 

好，前茬作物为萝 卜。 

1．2 供试材料 供试脱毒马铃薯品种为中薯3号。 

1．3 试验方法与设计 此试验设置3次重复，4个不同的播 

期处理。即处理①为3月1日播种(CK)；处理②为3月6日 

播种；处理③为3月 l1日播种；处理④为3月 16日播种。按 

随机区组排列，小区净面积为20 m ，即小区宽3 m，长6．66 

m，采取窝播，四周设置保护行。在保护行，小区间都设置30 

cm过道。每小区栽5行，行距0．6 m，窝距22．2 em，每行栽 

27窝。 

1．4 试验经过 2008年3月1日进行第 1期播种；3月6日 

第2期播种；3月 l1日第3期播种；3月 16日第4期播种。 

每期用种量 1 500 kg／hm 。施腐熟农家肥3万kg／hm ，尿素 

60 kg／hm ，磷肥 600 kg／hm。作底肥；用尿素60 kg／hm。、钾肥 

240 kg／hm 作追肥。即20 m 施农家肥6o kg，尿素0．12 kg， 

磷酸钾0．48 作追肥。4月27日进行中耕除草，3月24日 

进行田间观察记载。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可以看出，不同播期，马铃薯出苗期， 

现薯期，结薯期，成熟期不同，全生育期随播期推迟而缩短， 

处理①全生育期 138 d，处理④为 131 d。 

表 1 不同播期各处理的生育期 月一日 

处理 播种期出苗期现薯期结薯期成熟期收获期； 
①(CK) 03-01 03—22 o4．24 05-27 06—17 07-04 138 

② 03-06 03—26 04-27 05-29 06．19 07-04 135 

③ 03—11 03-28 04—29 06-08 06—21 07-04 132 

④ o3—16 04-02 05-03 06—13 06．25 07-04 131 

表3 不同处理的经济性状 

2．2 抗病性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播种期的病害发生情况 

不同，随播期推迟而减轻。3月 16日播种的病害发生最轻。 

表 2 不同处理病害的发生情况 

注 ：调查时间在 2008年6月 3日。 

2．3 经济性状 从表3可以看出，播期在3月6日大薯结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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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同时产量也最高。 

2．4 产量结果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播期，小区产 

量不同，实测产量也不同，产量从大到小排列顺序为处理④ 

>③ >② >①。 

表 4 不同处理的产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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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褐色及深褐色腐烂，易剥离露出木质部。在开花结果期地 

上部才有明显症状，叶片由下往上逐渐变黄枯萎，一般叶片 

不脱落，严重时茎叶枯萎死亡，主根及须根腐烂，不生侧根。 

横切茎观察，可见微管束变褐色，后期潮湿时可见病部长出 

白色至粉红色霉层。此外，病菌侵染种子和幼苗时，也可引 

起种子腐烂或幼苗猝倒。 

2．2 发病规律 病菌以菌丝体在土壤内的病残体和有机质 

上越冬，腐生性强，寄生范围广，可在土壤中存活2～3年，床 

土带菌是幼苗受害的主要根源，主要依靠雨水、灌溉水、未腐 

熟的农家肥和农具传播。在高温干燥，云层薄的条件下，植 

株基部及近地面的根部易灼伤和干死。采用漫灌时，如沟中 

水与畦面齐平，并长时间留在沟内，则因土壤缺乏空气，2～4 

d后，植株茎基部皮层和木质部即开始变色或腐烂。早春和 

初夏阴雨连绵，昼暖夜凉的天气有利发病。种植地块低洼积 

水，田间郁闭高湿，茎基部受虫伤害，施用未充分腐熟的土杂 

肥，氮肥施用过多磷、钾肥不足的田块，连续阴雨或大雨过后 

骤然放晴气温升高，时晴时雨、高温闷热天气，大水漫灌的田 

块等均会加重病情。 

2．3 防治方法 ①选用地势高燥的田块深沟高畦栽培，田 

间不积水。与豆科、禾本科作物进行 3～5年轮作，最好水旱 

轮作。雨后及时清沟排水，清除病株。②施用充分腐熟的有 

机肥，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进行平衡施肥。③选用无病种子， 

播前进行种子消毒，定植前用生根粉溶液浸泡辣椒根系。④ 

发病初期喷洒或浇灌 50％根腐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或 50％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 800倍液，喷药液 750 kg／hm ，隔7～10 d喷 1次，连 

喷2～3次，采果前3 d停止用药。此外，施用植物动力 2003 

营养液1 000倍液防治根腐病，也可抗寒、增产。 

3 辣椒枯萎病 

辣椒枯萎病也属土传病，主要发生在结果期。 

3．1 症状(图3) 发病初期可见植株下部几片叶萎蔫下 

垂，叶片自基部向上由黄色变为褐色，然后全株萎蔫，脱落或 

不脱落。病株轻的在晴天中午萎蔫，早晚和阴天恢复正常， 

数天后病株变黄枯死，严重时植株大面积死亡。根及茎基部 

变黑褐色腐烂，剖视植株根颈部可见维管束亦变深褐色，皮 

层脱落，最后枯死。湿度大时病部可见白色或蓝绿色霉状 

物；切一小段病茎置于盛有清水的试管中无白色菌脓流出。 

3．2 发病规律 病菌以菌丝体和厚孢子在病残体上越冬， 

可在土壤中存活多年。种子带菌传播、病菌从根部伤口侵入 

维管束，大量繁殖后堵塞导管，使水、养分不能向上运输，并 

产生毒素影响正常的生理机制，致使植株死亡，病菌主要靠 

雨水和种子传播，土温在28℃左右，含水量较高的环境下发 

病严重。33℃以上，或 21℃以下停止发展。因此，夏季阴雨 

天发病偏重，雨后晴天病情发展迅速。在土壤潮湿、粘重、微 

酸、排水不良、多年连作、偏施氮肥等情况下易发病。高温高 

湿环境下发病严重。土壤中根结线虫危害严重时，可以加剧 

病害的发展。 

图3 辣椒枯萎病病株 

3．3 防治方法 ①实行2年以上轮作，施用充分腐熟的有 

机肥，高畦种植，深沟排水；注意氮、磷肥合理配施，适当增施 

钾肥，喷洒 10 mg／L硼酸液作根外追肥，提高抗病力。②定 

植前用敌克松可湿性剂 1 000倍液进行土壤消毒；播种时用 

敌克松可湿性剂2％拌种；移栽时用敌克松 800倍液，或抗枯 

灵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或恶毒灵 3 000倍液浸根 10～15 

min后移栽，或将 150生防菌 1袋与米糠0．5 kg拌匀(不加 

水)，将辣椒苗根部浸水后沾根移栽。③发病初期喷洒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40％多硫悬浮剂 600倍液， 

或 50％琥胶肥酸铜可湿性粉剂400倍液，也可用抗枯灵可湿 

性粉剂 1 000倍液喷雾或600倍液灌根2～3次。④田间发 

现病株立即拔除并销毁，并对病点灌注2％福尔马林，或 

20％石灰水消毒，也可对病点撒石灰粉，发病初期喷 100～ 

150 mg／L农用链霉素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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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本试验进行观察记载，田间实地测产，方差分 

析，新复极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播期不同，出苗期、现蕾 

期、结薯期、成熟期不同，全生育期随播期推迟而缩短，最短 

为 131 d；②播期不同，病害发生轻重不同，病害随播期推广 

而减轻，本试验中发病最轻的是处理④；不同播期，产量差 

异大，其产量从高到低顺序为④ >③ >② >①。本试验最 

佳播期为2008年3月 16日，产量达34 200 kg／hm ，比对照 

增产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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