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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陇中半干旱区，采用黑膜覆盖、黑膜覆盖 + 滴灌两种种植模式，研究了不同种植密度下陇薯 7 号的生长发育、产量

及抗旱性。结果表明，黑膜覆盖模式下，随种植密度的增加，马铃薯产量与大薯重量均先升高后降低，在密度为 51000 株 /hm2

时产量最高；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下，密度 51000 株 /hm2 与 57000 株 /hm2 的产量较高，二者基本持平。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

比黑膜覆盖模式马铃薯产量增幅明显，其平均抗旱指数达到 1.40，说明黑膜覆盖 + 滴灌是陇中旱作区马铃薯抗旱栽培的高效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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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黄绵土，0~20cm 耕层土壤有机质 12.90g/kg、全
氮 0.85g/kg、全磷 0.91g/kg、全钾 21.61g/kg、速效氮

63.00mg/kg、速效磷 30.01mg/kg、速效钾 376.00mg/kg，
土壤 pH 8.47。试验地前茬为马铃薯，播种前深耕

45~55cm，旋耕耙耱，结合深耕施肥，每 hm2 施肥量：

鸡粪 11250kg、尿素 300kg、磷酸二铵 375kg、复合肥

1200kg。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两种种植模式：黑膜覆

盖，黑膜覆盖 + 滴灌。设 5 个密度梯度处理，T1∶ 
33000株 /hm2，T2∶39000株 /hm2，T3∶45000 株 /hm2， 
T4∶51000 株 /hm2，T5∶57000 株 /hm2。采用裂区设计，

随机区组排列，4 垄区，垄宽 1.2m、长 7m，小区面积

33.6m2，3 次重复。2015 年 5 月 11 日播种，人工点播，

播深 8~10cm ；10 月 15 日收获。

1.3　指标测定　株高用直尺直接测定；茎粗用数

显卡尺测定；收获后统计大薯（≥ 75g）重量、小薯

（<75g）重量及小区产量，计算折合产量；计算抗旱

指数，抗旱指数为黑膜覆盖 + 滴灌产量相对于黑膜

覆盖产量的比值 [2]。采用 Excel 与 DPS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种种植模式下密度对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从表 1 可知，两种模式、不同种植密度下陇薯 7 号的

株高有所差异，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下不同时期、

不同密度的株高整体高于黑膜覆盖模式下的株高，

但差异不大。同一种植模式下，T4、T5 的株高明显

高于 T1、T2、T3。茎粗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马铃薯是世界上重要的粮菜兼用作物之一，

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总产居世界首位 [1-2]。黑

膜覆盖 + 滴灌种植模式是目前定西旱作区主要推

广的马铃薯种植模式 [3]，其在半干旱区的应用，具

有诸多优势：节水，有效减少渗漏（土渠渗漏、大水

漫灌造成的渗漏），减少了灌溉的实有面积，通过

地膜覆盖减少蒸发 [4-5] ；节肥，滴灌模式只湿润作

物的根层，底肥一次性集中施用，避免了肥料的损

失，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 [6-7] ；节约土地，避免了因

田梗、土渠等占用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8]。而

目前关于陇中旱作区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的相

关研究比较少，因此本研究利用黑膜覆盖、黑膜覆

盖 + 滴灌两种种植方式，结合不同种植密度，通过

对马铃薯生长发育、产量和抗旱性的分析，研究了

适合陇中半干旱区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下马铃薯

的种植密度，为区域马铃薯的科学种植提供数据 
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验地概况　选用中晚熟马铃薯品种

陇薯 7 号为试验材料。试验地点位于定西市安定

区香泉镇香泉村，103°52′~105°13′E、34°26′~ 
35°35′N ；海拔约 2577.3m，无霜期 122~160d，年
均降雨量 350~600mm，蒸发量 1400mm。土壤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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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种植模式下密度对马铃薯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处理
黑膜覆盖模式 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

7 月 16 日 8 月 2 日 8 月 17 日 7 月 16 日 8 月 2 日 8 月 17 日

株高（cm） T1 59.87 76.79 81.76 65.75 86.12 85.36

T2 63.32 75.63 84.23 63.92 81.23 85.78

T3 67.75 73.72 89.24 69.28 78.37 89.05

T4 72.13 81.83 89.95 74.76 91.13 93.38

T5 70.92 83.29 93.42 77.37 93.42 94.13

茎粗（mm） T1 11.07 14.58 15.38 11.21 15.43 14.78

T2 11.53 12.96 17.21 11.96 16.23 16.31

T3 10.76 12.18 18.42 10.23 12.85 17.42

T4 10.47 14.75 14.39 9.52 12.31 14.23

T5 9.68 15.22 12.87 8.79 11.79 15.04

最高；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下，密度 51000 株 /hm2 

与 45000 株 /hm2 的大薯重量和产量较高，二者

基本持平。从平均值来看，黑膜覆盖 + 滴灌比黑

膜覆盖的大薯重量和产量分别增加 49.52% 和 
40.01%。

2.2　两种种植模式下密度对产量的影响　从表 2
可知，两种种植模式下，种植密度对陇薯 7 号的大

薯重量和产量影响较大。黑膜覆盖模式下，随种植

密度的增加，马铃薯产量与大薯重量均先升高后

降低，在密度为 51000 株 /hm2 时大薯重量和产量

表 2　两种种植模式下密度对马铃薯产量和大薯重量的影响

处理

黑膜覆盖模式 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

抗旱指数大薯重量

（t/hm2）

小薯重量

（t/hm2）

产量

（t/hm2）

大薯重量

（t/hm2）

小薯重量

（t/hm2）

产量

（t/hm2）

T1 20.25 3.04 23.29 31.68 2.19 33.87 1.45

T2 23.41* 3.49* 26.91* 32.99 2.95 35.94 1.34

T3 24.72* 3.39 28.10** 35.52* 3.75* 39.27* 1.40

T4 25.57** 4.88** 30.45** 35.61* 3.60* 39.20* 1.29

T5 20.27 4.06 24.34 34.93* 3.11 38.04* 1.56

平均 22.84 3.77 26.62 34.15 3.12 37.27 1.40
* 表示在 5% 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差异极显著

2.3　两种种植模式的抗旱指数比较　从表 2 可知，

在 5 个不同种植密度下，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的抗

旱指数均大于 1，平均达到 1.40，其中 57000 株 /hm2

密度下的抗旱指数最高达到 1.56。说明定西半干旱

区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种植马铃薯的抗旱效果良好。

3　结论
本研究表明，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比黑膜覆盖

模式下的马铃薯产量和大薯重量均明显增加。黑

膜覆盖模式下，种植密度 51000 株 /hm2 时产量最

高。黑膜覆盖 + 滴灌模式下，密度 51000 株 /hm2 与

45000 株 /hm2 的大薯重量和产量较高，二者基本持

平。通过黑膜覆盖 + 滴灌相对黑膜覆盖的抗旱指

数分析发现，黑膜覆盖 + 滴灌水抗旱指数均大于 1，
平均值达到 1.40，说明黑膜覆盖 + 滴灌种植模式是

提高马铃薯抗旱的高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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