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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其营养价值较高，风味较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为了能够促进马铃薯种植产业科学化模式建设，需要明确

马铃薯原种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实践经验来看，种植

密度是一项重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的种植密度下，马铃薯原种的

各种性状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需要依据影响的具体情况，对

种植密度进行调节，是促进马铃薯种植技术水平提升的关键所

在。

1研究背景

农业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产业

结构中的基础，且我国高度种植农业产业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

引导现代化农业体系建设，使得农村经济水平得以高速发展，农

民经济收入水平提高。我国各个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

同，所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为了推动农业发

展，需要结合当地主要的农作物种植种类与品种，加强针对性的

分析研究，以此方式促进当地农作物种植技术水平提升。马铃薯

在我国农业产业中的占比较大，是许多地区的主要种植农作物，

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威宁县是贵州省优质马铃薯的

主要产地，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大，且自然环境适合马铃薯生长，

所产出的马铃薯品质较高，综合产量较大，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促进当地马铃薯种植产业发展，需要

对种植技术进行优化创新，其中关于马铃薯原种生产技术的优

化具有重要作用，是获得优质马铃薯原种的主要方式，所以需要

开展相应的试验，通过实验对马铃薯原种生产方式进行优化[1]。

种植密度会对马铃薯原种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种植密

度下，马铃薯原种产量、性状等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是关于

当地最佳种植密度的研究较少，难以为农户提供种植技术指导，

所以本文结合贵州省威宁县的实际情况，开展马铃薯不同种植

密度的试验，以此方式促进种植技术创新。

2试验区域威宁县基本情况分析

威宁县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贵州省面积最大的

民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区域，北部、西部以及南部与云

南省相连，总面积约为 6298;m2，常住人口约为 120 万人。威宁县

中部区域开阔平缓，四周有一些低矮的山峰，水热资源丰富，属

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全面日照时数超过 1800 小时，无霜

期 180 天，年降水量约为 900mm，温度差异较低，日温差较大，年

平均气温 11.2℃，夏季平均温度为 18℃。在威宁县发展过程中，

农业是其当地支柱性产业之一，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较为丰富，

其中马铃薯综合种植面积较大;威宁县的马铃薯以个头大、产量

高、品质优、口感好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当地所产出的马铃薯淀

粉与干物质含量超出其他区域一倍左右，每生产一吨马铃薯淀

粉，能够节约原材料一半左右，马铃薯整体品质十分优异。因为

马铃薯生产过程中，蚜虫、病毒害等危害较小，种薯种性退化速

度较慢，具有进行原种扩繁的优势条件。在威宁县马铃薯产业高

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成为贵州省以及周围省市的一级原种供

应基地，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

进作用。为了进一步提升马铃薯原种质量，优化原种生产工艺，

需要做好种植技术创新，从而为威宁县农业生产提供助力[2]。

3 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原种生产影响的试验设计

3.1 实验材料

选择威宁县主要的马铃薯品种，威芋 3 号微型薯进行试验，

每粒重量在 12-20; 范围内。

3.2 试验区域

试验区域选择为威宁县某村落的马铃薯种植地块，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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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一种优质农作物，淀粉含量较高，且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可以作为多种食物制品，在我国多个地区具

有广泛的种植。在马铃薯种植过程中，其产量会对种植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为了促进马铃薯种植产业发展，需要做好原种

生产工作，原种生产会受到种植密度的影响，所以需要明确具体影响，因此为基础对其进行优化改善。因此，本文将对不同种

植密度对马铃薯原种生产的影响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一些措施，希望可以对相关人员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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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2210m，该地块地势平坦开阔，光照充足，土壤质量较好，肥

力处于中上等水平，与当地其他马铃薯种植区域没有显著差异。

3.3 试验设计

在种植密度相关试验中，设计每 667m2 种植 4500 粒、5000

粒、5500 粒、6000 粒以及 6500 粒五个不同的处理密度，采用随

机区组排列的方式，共计三次重复，小区面积为 28m2;净作，小区

人行道宽度为 0.5m，重复间走道宽度为 0.8m，在周围设置保护

行;每个种植穴单粒种植，播种时每个小区采用 80;; 农家肥、

2.0;; 普钙肥作为基肥;在马铃薯原种出苗后，每个小区采用尿

素 1;; 进行处理;在马铃薯成熟阶段中，按照小区不同进行收获

与检测，对不同种植密度下马铃薯原种的产量、粒重以及每粒

50; 以上的大薯、中薯数量及其分别占据的比例;本次试验在

2021 年 3 月 24 日播种，9月 12 日进行收获检测。

因为马铃薯的成熟期较短，在种植过程中一般依据种植时

间对其进行划分。本次试验播种时间定为 3月下旬，种植深度设

计为 10cm;在种植前，试验人员对土地进行合理的翻耕处理，在

翻耕过程中施撒基肥，基肥主要为农家肥与复合肥;施肥完成后

进行种植与培土;在马铃薯种植约一个月之后，对其进行第二次

施肥，施肥主要为挠度;在施肥前，将马铃薯种植区域中的杂草

进行处理;在 6 月下旬，对马铃薯进行第三次施肥。根据相关调

查来看，三月下旬种植的马铃薯，出苗时间为四月末，在四月下

旬秧苗基本出齐;在五月下旬，马铃薯秧苗开始开花，之后进入

结果期;在 8 月中旬后，马铃薯开始成熟，选择在 9 月 12 日收

获，收获主要采用机械化的方式[3]。

3.4 病虫害调查方法

在马铃薯晚疫病危害高峰时间段中，对各个小区的发病情

况进行调查，每个小区采用棋盘式五点取样，每个取样点调查两

个种植穴，一共调查 10 个种植穴，记录所调查植株的发病情况，

依据调查结果对病情指数进行计算，从而能够明确不同种植密

度对于马铃薯晚疫病的影响。马铃薯的晚疫病病情分级标准

为：0 级：马铃薯植株没有病斑;1 级：马铃薯植株个别叶片

中存在少量病斑;2 级：马铃薯植株 25%以下叶片存在病斑，

或植株上部茎干中存在病斑;3级：马铃薯植株 25-50%的叶片

存在病斑，或植株上部茎干存在较多病斑;4 级：马铃薯植株

50%以上叶片存在病斑，或植株中下部茎干存在大量的病斑;5

级：马铃薯植株几乎所有叶片都存在病斑，或大部分叶片枯死

甚至全部枯死。

4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原种生产影响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发病情况

在实验过程中，七月上旬是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病高峰期，在

该时间段中对小区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

结合调查结果数据可以看出，在品种和原种粒级一致的情况下，

马铃薯晚疫病的严重程度，与其种植密度没有直接关系，在种植

密度提升或降低过程中，晚疫病的发病没有显著的规律变化，病

害从轻微到严重的种植密度每 667m2 分别为 6000 粒、5500 粒、

4500 粒、5000 粒以及 6500 粒。晚疫病发病高峰期间处理病情指

数采用方差分析的方式，结果如表 2 所示，其处理间 F 为 0.28，

差异性不够明显，证明在实验设计的不同种植密度下，不同种植

密度对于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病情况没有明显影响。

4.2 马铃薯产量分析

在马铃薯成熟阶段中，对各个小区进行收获并进行测量，产

量结果如表 1所示。根据产量结果数据来看，在种植密度为 5500

粒 /667m2 的密度下，马铃薯的产量最高，产量为 726.70;;，其次

为种植密度 5500 粒 /667m2，产量为 688.16;;，产量最低的种植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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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6000 粒 /667m2，产量为 623.16;;。对其各个处理量采用方

差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处理间 F为 1.02，差异性不显著。在各

个处理组中，大薯与中薯重量、个数进行测定，在种植密度为

4500 粒 /667m2、5000 粒 /667m2 的处理组中，大薯与中薯的总量、

个数比例最高，种植密度为 5500 粒 /667m2 时最低;对单位成本、

产量以及大薯与中薯比例进行全面分析，选择每粒 12-20; 的原

种进行种植时，种植密度在 4500-5500 粒 /667m2 时最佳，各项生

产性状最优[4]。

4.3 对成熟期的影响分析

在不同的处理组中，出苗时间都为 4 月 26 日，开花期为 5

月 18 日 -5 月 22 日，第一组成熟期为 8 月 16 日，第二组成熟期

为 8 月 16 日，第三组为 8 月 18 日，第四组为 8 月 21 日，第五组

为 8 月 24 日。在相同播种时间的情况下，马铃薯在不同播种密

度下成熟期没有太大的差异，其中种植密度为 6500 粒 /667m2 的

情况下，生长期最长，生长期最短的种植密度分别为 4500 粒

/667m2 与 5000 粒 /667m2，生长期最长与最短的用时时间差为 8

天。

4.4 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在本次种植试验中，相关人员将种薯定价为 2.5 元 /;;，商品

薯为 1.4 元 /;;，用种量为 75;;。根据对产量与价格的计算，在种

植密度为 6000 粒 /667m2 时，经济效益最高，其次种植密度为

5500 粒 /667m2，之后种植密度分别为 5000 粒 /667m2、6500 粒

/667m2、4500 粒 /667m2。根据该经济效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种

植密度为 4500 粒 /667m2 时经济效益最低。

5讨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试验，对威芋 3 号微型薯不同种植密度下原种生

产的影响进行分析，将其划分为 5 个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原

种生产的影响进行探究。按照试验结论来看，在马铃薯品种与原

种粒级一致的情况下，原种扩繁时晚疫病与种植密度没有直接

关系;种植密度从 4500 粒 /667m2 增加到 6500 粒 /667m2 后，各

处理组的产量差异没有显著性，综合考虑成本、产量以及商品薯

的比例时，选择粒级为 12-20; 的原种进行种植时，以种植密度

在 4500-5500 粒 /667m2 时最佳，在种植密度为 6000 粒 /667m2

时，经济效益最高。因为不同地区的土壤条件、气候环境、生长条

件以及施肥情况等存在差异，所以该研究结果暂时只针对威宁

县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试验研究过程中发现，马铃薯种植密度

较低的情况，与其自身的生长特征具有一定关系，适当提升马铃

薯种植密度，能够提升马铃薯的抗旱能力，但是需要注意将马铃

薯种植密度控制在合理范围中，防止出现种植密度过大的问题，

否则会对马铃薯生长造成影响，使其产量、品质等降低。

依据试验结果，本文对威宁县及其他地区的马铃薯种植提

出如下几项建议：（1）在马铃薯种植过程中，虽然种植密度对于

其产量的影响较低，但是不同种植密度下其经济效益存在一定

差异，所以为了提升马铃薯种植利润，可以适当提升种植密度，

能够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结合相关种植经验，总结最佳的马铃

薯种植密度。（2）在提升种植密度的过程中，为了促进其生长发

育，可以适当增加施肥量，确保土壤肥力充足，能够解决由于种

植密度提高引起养分不足的问题，确保马铃薯植株能够吸收充

足的养分，从而能够促进大薯与中薯个数、重量提高，提升马铃

薯商品薯率，进而促进种植经济效益提高[5]。（3）在马铃薯种植

过程中，需要做好种植管理工作，及时施肥、灌溉以及除草，并做

好病虫害监测工作，根据当地容易出现的病虫害类型，在高峰期

及时进行防治，从而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率，防止病虫害对马铃

薯植株造成影响，通过科学的病虫害预防与处理，能够使其产量

与品质得以提升，进一步提升马铃薯种植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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