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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壤旱地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的结薯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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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江西红壤旱地研究 了不 同栽插密度对甘薯新品种赣薯 2号结薯性状和鲜薯产量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当栽

插密度为 6 75 万株八耐 时
,

甘薯的鲜薯产量最高
,

可达 49 26 k0 g八耐
,

同时在此栽插 密度下 结薯性状好
,

外观品

质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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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 ( )加胡" " 加 at ast La m
.

)
,

又名红薯
!

山芋
!

地瓜
!

番

薯
!

白薯等
,

为旋花科 ( c oll vo luv lac ae
e

)甘薯属 (加二 ! "
)双子

叶蔓生草本植物
,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为多年生植物
,

在温

带为一年生作物
[1一 3] "

甘薯为高产作物
,

适应性强
,

耐旱耐瘩
,

适应不同种植方式
,

曾在我国粮食紧缺年代作为救灾粮食大

量种植
,

19 60 年全国种植面积为 1 0 48
.

1万 h耐
,

创历史最高

点 [4] "

近年来
,

甘薯面积呈下降趋势
,

但仍是继水稻
!

小麦
!

玉

米之后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5一 8 , "

甘薯合理密植是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

陈石品少明研

究指出
,

不同栽插密度对脱毒甘薯产量影响非常大
,

密度与

产量之间的相关性曲线为抛物线
,

当密度为 60 0 00 株 h/ 耐

时产量最高
"

左明玉
1川等对三康 8号栽培研究结果为栽插

69 00 0株八耐产量最高
,

效果最好 ; 罗鸿认为甘薯一号栽插

密度为 75 0 00 株 h/ 耐产量最高
"

吴问胜 [12] 等认为短蔓品种

应密植
,

旱薄地宜密植
"

栽插密度还与栽插时间早晚有关

系
,

一般情况下
,

同一品种栽插时间早应适当稀植
,

栽插时

间晚应适 当密植
"

本研究以赣薯 2号为材料
,

在江西红壤

旱地开展不同栽插密度试验
,

研究其在江西红壤旱地的合

理密度
"

1 材料与方法

L l 试验材料 供试验品种为赣薯 2号
"

L Z 试验地点和试前肥力 试验设在江西省红壤研究所旱

作物博览园内
,

为中度熟化红壤旱地
,

母质为第四纪红粘土
,

具有代表性
,

前茬为秋芝麻一冬闲
,

持水力较弱
,

肥力中等

(见表 l )
"

表 1 试验前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度还没有做过具体研究
"

为研究其在红壤旱地的最佳栽插

密度特进行 了本次试验
"

在育苗时间
!

栽插方式
!

栽插时

间
!

施肥水平
!

收获时期一致的前提下
,

设计了 5个不同栽

插密度处理
,

即 A
l

(
C
k卜 5 2 5 万株 / hm

Z ,

A
Z=
6 00万株 / hm

Z ,

A 3=
6 7 5万株 h/ m

Z ,

A
4= 7 50万株 h/ m

Z ,

A
S= 8 2 5万株 h/ m

Z ,

以处

理 A
l

作为对照
"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 3次
,

小区面积 20 m
/

( sm
x

4m )
,

走道宽 40
c m

,

四周设保护行
"

试验前将土壤翻耕耙匀

做小 区
,

2 0 12 年 5月 28 日统一栽插
"

栽插前统一施有机肥

40 k0 g /6 67 m
2+ 施复合肥 s o k g /6 67 耐作基肥

,

采用取单垄单行

的栽插方式
"

在赣薯 2号的整个生育期内各种病虫害防治

和水分管理都保持一致
,

各处理统一在 10 月 25 日收获
"

各试验处理在收获时分小区测量鲜薯产量
"

同时每小

区随机取 5株甘薯考种
,

调查的指标为生育进程
!

结薯性状
!

外观品质
!

鲜薯产量
"

1.4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 Ex ec lZo 03 和 D PS v7 05 统计

分析软件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生育进程的影响 育苗时间

统一为 2 0 12 年 3月 11 日
,

栽插时间统一为 2 0 12 年 5月 28

日
"

不同栽插密度处理下赣薯 2号的的生育进程表见表 2
"

结果表明
:

不同处理的生育进程有所不同
,

主要表现栽插密

度越稀
,

其分枝期越早和封垄期越晚 ;但不同的栽插密度对

赣薯 2号的还苗期没有影响
"

表 2 不同栽插密度下赣薯 2号的生育进程 (月 /日 )

7/117/97/87/87/5
气气气气气了

厂了厂了厂了厂了厂

66666
取土

深度 pH

(
e m )

处理

A
l

(
C k )

育苗期 栽插期 还苗期 分枝期 封垄期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全钾 水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 g /k g ) (g /k g ) ( g /k g ) (g /k g ) (m 到kg ) (m g /k g ) (m g /k g )

O ~ 1 5 5
.

17 14
.

67 1
.

2 4 0月 3 14 2 2 1 0 0 3 0 2 1
.

8 7 7 2
.

3 5

L 3 试验处理设计和试验方法 赣薯 2号是一个新选育水

果型品种
,

以鲜生食为主
,

也适宜烘烤蒸煮食用
"

由于赣薯

2号从选育到应用时间不长
,

对其在红壤旱地的配套栽插密

3 / 1 1

3 / 1 1

3 / 1 1

3 / 1 1

3 / 1 1

5 /2 8

5 /2 8

5 /2 8

5 /2 8

5 /2 8

收获期

10 /2 5

10 /2 5

10 /2 5

10 /2 5

10 /2 5

2八!4气8AAAA

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结薯性状和外观品质的影

由于赣薯 2号收获期的弹性比较大
,

为了比较测产的准

.22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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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
,

所有处理均于 10 月 25 日收获
"

从表 3可以看出
,

单 果型品种
,

其薯块太大或者是太小均影响商品性
,

中型薯

株鲜薯重表现为处理 A
l

(8 4 7 9 /株 ) > 处理 A
Z

( 8 37 9琳 ) > 处 率越高越表明其商品性越好
,

价格也要高一些
"

在本试验

理 A 3

(7 8 9留株 ) > 处理 A
4

(7 20 留株 ) > 处理 A
S

( 64 0留株 )
,

可 中
,

中型薯率中表现为处理 A 3

( 47 刀% )> 处理 A
4

( 43 5% ) >

见栽插密度越大
,

赣薯 2号的单株鲜薯重就越小 ;各处理的 处理 A
Z

( 39 井% )> 处理 A
S

( 36 2% ) > 处理 A
l

( 30 刀% )
,

其中

单株最大鲜薯最重的是处理 A
l

(5 2 5 9 /株 )
,

最小的是处理 A
S

处理 A
4 !

处理 A 3 !

处理 A
Z

的比率较高
,

商品性较好
"

在鲜薯

( 42 飞琳 )
,

而且从单株最大鲜薯重来看
,

也表现为栽插密 外观品质中
,

处理 A 3

表现最好
,

其次是处理 A
4

和处理 A
Z "

度越大其最大鲜薯重越小
"

赣薯 2号是一种鲜食为主的水

表 3 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结薯性状和外观品质的影响

处理
单株鲜薯重

( g )

单株最大鲜薯重

(g )

单株结薯数量 (个 )

中薯 小薯 急数

中薯率

(% )
鲜薯外观品质

30刀

39 4

4 7
.

0

4 3
.

5

36
.

2

较差

较好

好

较好

中

066QQ..

,
66666OC

0Q74..

,
, .胜, , .胜,八!OC

6
, .胜

O气..

,
, .胜,八!八!,

0620.

,
,, .胜, .胜, .胜

气004022Q
QC
Z气气4444737892040

OQCC
776A

l

(
C k )

A
2

A
3

A

A
5

注
:

本试验大中小薯划分标是
:
) 3 0飞为大薯

,

3 00
一 1 5飞为中薯

,

蒸 1 5飞为小薯
"

中薯率 (% )是指中单株中薯数 /单株总薯数 xl oo
"

薯外

观品质分好
!

较好
!

中
!

较差
!

差 5个级别
"

.2 3 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产量的影响 不同种植密度 极显著差异水平 ; 比密植 8 25 万株 h/ 耐增产 巧
.

3%
,

达极显

下赣薯 2号鲜薯产量情况见表 4
"

由表 4可知
,

产量从高至 著差异水平 ; 比密植 7 50 万株 h/ 耐增产 5 3%
,

未达到显著

低依次为
:

处理 A "

(4 9 2 6 o k留hm
Z

) > 处理 A
!

(4 6 s o o k g / 水平
"

(3 )以稀植 5 2 5万株八 m
Z

为对照
,

稀植 6 0 0万株八 m
Z

hm
Z

) > 处理 A
"

(4 5 g o o k g八 m
Z

) > 处理 A
S

(4 2 7 2 7 k g八 m
Z

) > 增产 1 3 7%
,

达极显著水平 ;密植 7 50万株八m
Z

比密植 8 2 5

处理 A
l

(40 367 k g八m
Z

)
"

进一分析可以得出
,

( 1 )不同栽插 万株八耐增产
,

也达到了极显薯水平
"

因此
,

在江西省红壤

密度对赣薯 2号的产量影响明显
"

(2 )单一从高产这个因素 旱地赣薯 2号的栽插密度以 6 00 万 一 7 50 万株八耐为宜
,

其

来考虑
,

处理 A 3

产量最高
,

比稀植 5 25 万株 h/ 耐增产 22 刀%
,

中以栽插密度 6 75 万株八耐左右效果最佳
"

达极显著差异水平
,

比稀植 6 00 万株八耐增产 7
.

3%
,

但未达

表 4 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产量的影响

处理
小区产量 (k g /Z Om

Z

)

ll Ill

折产 比 e k士

平均 ( k到hm
Z

)

4 0 36 7

( k到hm
Z

)

士曾产率

(% )
位次

13 7

2 2
.

0

15
.

9

5
.

8

444
八!q八!气OC4060 000q2

QC气q6444

A
l

(
C k )

A
2

A
3

A

A
5

7 7
.

6

8 6
.

4

9 9
.

4

9 3
.

6

8 5
.

4

80
.

2

9 3
.

0

96
.

8

92
.

2

87
.

4

84
.

4

9 6
.

0

9 9
.

4

9 5
.

0

8 3
.

6

SO
.

7 c C

9 l
.

s bA B

9 8
.

5 a A

9 3
.

6山A

8 5
.

s e B C 4 2 7 2 7 2 3 6 0

注
:

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
,

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3 小结

在本试验条件下
,

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的生育进程

有一定的影响
,

主要表现栽插密度越稀
,

其分枝期越早和封

垄期越晚 ; 但不同的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的还苗期没有影

响
"

不同栽插密度对赣薯 2号的主要结薯性状有影响
,

随着

栽插密度增大
,

赣薯 2号的单株鲜薯重就越轻
,

其单株最大

鲜薯重也越轻
,

说明群体密度与赣薯 2号单株鲜薯重和单株

最大鲜薯重呈负相关
"

不同栽插密度对
/

赣薯 2号
0

的结薯

性状的中薯率影响表现一定的规律
,

即密度在 5 25 万 一 6 75

万株 h/ 耐时随着密度增加
,

中薯率也随之上升 ; 当密度在 6 75

万 一 8 25 万株 h/ 耐时随着密度增加
,

中薯率反而随之下降
"

赣薯 2号的外观品质不是说栽插越稀越好
,

也不是越密越

好
"

在本次试验条件下
,

表现为以栽插密度为 6 75 万株 h/ 耐

的外观品质最好
"

不同栽插密度对
/

赣薯 2号
0

的鲜薯产量影

响明显
,

过稀过密都不利高产
"

在江西省红壤旱地 5月下旬

栽插的情况下
, /

赣薯 2号
0

栽插密度不宜在 6 00 万株 h/ 耐以

下和 7 50 万株 h/ 耐以上
,

以定苗 6 75 万株八耐左右为宜
,

产量

最高
,

可达 4 9 2 6 o k留hm
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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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3页 ).3 2 重点解决
/

城乡环境不均衡
0
的突出问题

采取一手抓经济总量扩张
,

一手抓产业转型升级的
/

两手

抓
0 ,

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

农村地区是沈阳市环境基

础最薄弱
!

环境 问题最多的区域
,

创建之初把重心放在最薄

弱的农村
,

使得农村的污水
!

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短时

间内从无到有
"

.3 3 坚持生态市创建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环境问题相结

合 把县域经济和农村环境作为加快农村发展的突破 口
,

以

实现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的共同提升
!

物质文明与生态

文明的协同发展
"

坚持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

老旧小区和

村镇改造
!

棚户区退出
!

农村改水改厕
,

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

的最直接
!

最现实的环境问题
"

.3 4 注重夯实基础与综合整治 生态市创建注重完善城乡

环境基础设施
,

完善污水管网
!

公园
!

道路
!

亮化美化等辅助设

施
,

打造一大批以铁西工业区改造
!

蒲河治理
!

卧龙湖保护
!

老

旧小区改造等各行业及各个地区的示范典型
"

按照 5沈阳市

创建国家生态市工作实施方案 6
,

实施涉及 40 余个部门近百

项工作任务
,

按任务要求进行层层分解
,

以确保做实做好
"

4 建设进展

4
.

1 生态区县创建工作取得突破固 截至 2 01 2年东陵区
!

沈

北新区
!

棋盘山开发区
!

于洪区
!

辽中县
!

苏家屯区
!

新民市
!

康平县
!

法库县通过了国家生态县 (市 )验收
"

全市郊区
!

县

(市 ) 1 00%建成国家生态区县
"

.4 2 生态市创建指标不断提升 经过几年努力
,

生态市建设

的各项指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

各区县的水环境
!

气环境
!

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农民人均收人
!

城镇污水处理率
!

垃圾处

理率
!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面

积
!

秸秆综合利用率
!

村镇饮水达标率
!

目生厕所普及率
!

城镇

人均公共绿地
!

农村清洁能源使用率
!

化肥施用强度
!

规模化

养殖粪便处理综合利用率等重点指标得到全面提升
"

.4 3 大力优化发展空间 依托龙头项 目和龙头产业的拉动
,

沈阳形成 了特点鲜明的
/

东南西北中
0
5大城市空间

,

东部是

汽车产业
!

南部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未来的行政中心
!

西部是

装备制造
!

北部则立足光电产业和现代农业
!

中部是中央商

务区
"

发展空间的优化
,

使沈阳把空间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和竞争优势
"

.4 4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
!

高

新技术产业为先导
!

先进装备制造业为核心
!

现代服务业为

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方向和 目标
,

加快调整步伐
,

产业结构

逐步优化
"

2 01 2年
,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6 606
.

8亿元
,

比

上年增长 10 % ;一
!

二
!

三产业比例为 4 7 :
51 2 : 44

.

1
,

公共财政

预算收人实现 6 20
.

1亿元
,

比上年增长 33 3%
,

各项指标均超

过沈阳市
/

十二五
0

规划的年均增速
"

.4 5 加强环境综合整治
,

促进城乡环境明显改善 城乡环

境整治取得进展
"

几年来大力植树造林
,

全市累计完成植

树造林面积 13 井万 h耐
,

绿化覆盖率超过 40 %
"

实施西北边

界防风阻沙带建设
,

完成辽河水系绿洲工程等
"

建立新型

环境卫生管理体制
,

确保城市环卫扫保无盲区
!

垃圾收运不

落地
"

投资 40 多亿元实施蒲河流域综合治理
,

完成环境整

治项 目百余项
,

建设成为景观优美
!

水质清澈的生态廊道
"

农村环境建设取得成效
,

9个涉农区县同步进行创建
"

目前已有百余个乡镇建成全国生态乡镇
,

同时创建工作延伸

到村屯
,

建设了 80 多个省级环境优美村和 8 00 多个市级生态

村
"

各农村地区相继建成了 20 多个区 (县 )污水处理厂和 140

多个村镇污水处理设施
,

建成了多个县域垃圾填埋场和垃圾

中转站
,

完成了 5 00 多处农村饮水改造工程
"

5 创建成效

通过生态市创建工作
,

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步人了
/

以环境促经济社会发展
0

的良胜轨道
,

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

改善
,

正在成为建设
/

生态宜居之都
0

的重要支撑
,

成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
!

践行生态文明
!

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的突出体

现
"

主要体现在
:

一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引导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有效促进环保意识普及
,

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亮点 ; 三是创建工作有效改善了民生
,

惠及了百姓
"

6 结语

沈阳市生态市创建工作围绕国家生态市建设标准
,

结合

沈阳实际状况
,

以生态区
!

县 (市 )创建为核心
,

以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为重点
,

以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建设为抓手
,

全面开

展创建工作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创建工作是不断探索和实践

的过程
,

也是引导并助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统筹城乡环

境协同发展的过程
,

通过生态市创建使全市生态环境全面改

善和进一步提升
,

广大城乡居民共享生态宜居生活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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