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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供应对榆林沙土马铃薯生长和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张富仓１，２　高　月１，２　焦婉如１，２　胡文慧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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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大田滴灌施肥试验，研究不同水肥供应对滴灌施肥马铃薯生长、产量及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大田试验

设置 ３个灌水水平 Ｗ１（６０％ＥＴｃ）、Ｗ２（８０％ＥＴｃ）和 Ｗ３（１００％ＥＴｃ）以及 ３个施肥水平（以氮、磷、钾施肥量计）Ｆ１

（１００ ４０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Ｆ２（１７５ ６０ ２２５ｋｇ／ｈｍ２）和 Ｆ３（２５０ ８０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共 ９个处理，分析马铃薯的生长

和产量等指标对不同灌水量和不同氮、磷、钾施用量的响应规律。结果表明，灌水量和施肥量均对马铃薯的株高、

叶面积指数、干物质量、产量、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肥料偏生产力（ＰＦＰ）、不同块茎质量和经济效益有显著影响。

马铃薯生长量、产量和肥料偏生产力均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高水（Ｗ３）处理更有利于马铃薯的生长，但 Ｗ３

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明显低于 Ｗ１和 Ｗ２处理，Ｗ１处理的平均水分利用效率比 Ｗ２和 Ｗ３处理高５８３％和１３０５％；

生长量和产量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最大产量在高水中肥（Ｗ３Ｆ２）处理获得，为 ５９３９４９８ｋｇ／ｈｍ２，且

Ｆ２水分利用效率明显大于 Ｆ１和 Ｆ３处理。通过线性拟合得出在一定范围内株高、叶面积指数和干物质量对马铃薯

产量的增加具有正相关性。综合分析可知，适宜的灌水量和氮、磷、钾施用量不仅能维持马铃薯较好的生长特性，

还能获得较大的产量和经济效益。从产量和节水节肥的角度考虑，Ｗ３Ｆ２处理（１００％ＥＴｃ，１７５ ６０ ２２５ｋｇ／ｈｍ２）可

作为基于本试验条件下较适宜的水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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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引言

联合国粮农组织把马铃薯列为世界第四大粮食

作物，中国农业部也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１］
。

马铃薯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对于人类未来粮食

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
［２］
。当前在马铃薯水肥管理

过程中普遍存在盲目过量灌溉施肥的问题，不仅造

成水资源和肥料的严重浪费，还对作物的养分吸收、

产量和品质等产生了不良影响
［３－４］

，甚至导致土壤

肥力退化和环境污染
［５］
。

近些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就马铃薯作物产量

和品质提高的滴灌或施肥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不同种植方式
［６］
、不同灌溉量及灌溉方

式
［７－９］

、施肥方式
［１０－１１］

、氮磷钾施肥水平
［１２］
，以及

滴灌施肥条件下单因素水肥耦合对马铃薯产量和养

分利用效率的影响等。ＢＡＤＲ等［１３］
通过马铃薯 ４个

灌水水平和氮素水平的交互作用，确定了马铃薯适

宜的水氮用量。何建勋等
［１４］
通过马铃薯水肥耦合

盆栽试验，建立了马铃薯生长量与产量的关系方程。

结果表明，单因素水肥耦合对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养

分利用效率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马铃薯水肥耦合

模式下氮磷钾用量的研究不足。袁安明等
［１５］
发现

不合理的氮磷钾用量会导致地上部分薯秧徒长，地

下部薯块发育不良，品质较差，增加生产成本。李勇

等
［１６］
发现合理的氮磷钾用量可以显著增加马铃薯

的茎粗和分枝数，进而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尹梅

等
［１７］
发现在少耕覆盖模式下，合理的氮磷钾用量可

以 提 高 肥 料 利 用 效 率 高，增 加 产 量 效 益。

ＡＢＤＥＬＬＡＨ等［１８］
通过观察培养基中氮磷钾用量不

同的马铃薯，发现合理的氮磷钾用量可以显著提高

马铃薯块茎质量。但结合滴灌和施肥技术的研究较

少。

陕西榆林市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过渡地

带，北部风沙滩水地区为沙壤土，是马铃薯最为理想

的生长土壤，该地区是我国西北重要的马铃薯主产

区，但灌溉水源不足，致使马铃薯高效节水灌溉生产

水平徘徊不前，特别是在大田马铃薯生产过程中，灌

溉施肥方式仍是大水漫灌和土壤撒施肥料，水肥利

用率极低。本文通过研究滴灌施肥条件下不同水肥

供应对马铃薯产量及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探索适

应该地区沙土马铃薯生长的最佳滴灌施肥方案和供

水供肥模式，旨在更好地指导该地区农田马铃薯的

水肥管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５年 ６—１０月份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榆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进行。供试马铃薯品

种为具有生长势强、耐贮藏、抗病性强等特点的当地

主栽品种紫花白。试验地区位于东经１０９°４３′、北纬
３８°２３′。试验站海拔高度 １０５０ｍ，年平均气温
８６℃，年平均降水量３７１ｍｍ。园区内试验土壤０～
２０ｃｍ土层为沙质层，２０～４０ｃｍ土层为淤泥层，
４０～６０ｃｍ土层为沙质层，６０～８０ｃｍ土层为淤泥层，
８０～１００ｃｍ土层为沙质层。０～２０ｃｍ土壤的基本
性状为：有机质质量比为 ５０５ｇ／ｋｇ，全氮质量比为
０３８ｇ／ｋｇ，有效磷质量比为 １３９５ｍｇ／ｋｇ，速效钾质
量比为８７ｍｇ／ｋｇ，ｐＨ值为８１。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马铃薯滴灌水量和滴灌施肥量２个因
素。灌水量设置３个水平：Ｗ１（６０％ＥＴｃ）、Ｗ２（８０％
ＥＴｃ）和 Ｗ３（１００％ＥＴｃ）。示范园区内设有自动气象

站，马铃薯需水量 ＥＴｃ等于参考作物需水量 ＥＴｏ
［１９］

乘以马铃薯作物系数 Ｋｃ
［２０］
，即 ＥＴｃ＝ＫｃＥＴｏ（马铃薯

全生育期内 Ｋｃ苗期取 ０５；块茎形成期取 ０８；块茎
增大期取 １２；淀粉积累期取 ０９５；成熟期取
０７５）。灌水量通过水表控制，每个小区装有独立
的水表和阀门。当地传统种植方式下马铃薯氮、磷、

钾施肥量为２５０ ８０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施肥量较大且利
用效率低。施肥量设置 ３个水平：Ｆ１（１００ ４０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Ｆ２（１７５ ６０ ２２５ｋｇ／ｈｍ２）和 Ｆ３（２５０
８０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肥料采用尿素（含氮质量分数为
４６４％）、磷酸二铵（含氮质量分数为 １８％，含磷质
量分 数 为 ４６％）和 硝 酸 钾 （含 氮 质 量 分 数 为

１７２第 ３期　　　　　　　　　　张富仓 等：水肥供应对榆林沙土马铃薯生长和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１３５％，含钾质量分数为 ４６％）。施肥时先将肥料
溶于水，然后通过施肥罐进行滴灌施肥。试验共

９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３次，共 ２７个小区。小区
长２６ｍ，宽 １７ｍ，面积 ４４２ｍ２。为了避免不同处
理间的相互影响，相邻处理均间隔 １ｍ，试验地两端
设置保护行。

试验种植方式为机械起垄，垄宽 ０８５ｍ，株距
２０ｃｍ，密度为 ５８８３０株／ｈｍ２，滴灌施肥系统中的管
道、施肥罐（容积１５Ｌ）、水表和滴灌管（管径 １６ｍｍ，
滴头间距３０ｃｍ）等均为市售材料。马铃薯于 ２０１５
年６月２０日播种，播种深度 ８～１０ｃｍ，于１０月２日
收获。马铃薯全生育期内共灌水１０次，施肥８次，灌
水和施肥频率均为７ｄ。Ｗ１、Ｗ２和 Ｗ３灌水总量分
别为 １５１５８、２０２１１、２５２６５ｍｍ，生育期总降水量
为１５９４ｍｍ，如图１所示。滴灌施肥从第 ２次灌水
开始，每次等量施加 Ｆ１（１２５ ５ １８７５ｋｇ／ｈｍ２）、
Ｆ２（２１８７５ ７５ ２８１２５ｋｇ／ｈｍ２）和 Ｆ３（３１２５
１０ ３７５ｋｇ／ｈｍ２）。滴灌施肥采用肥料利用效率高
的１／４ １／２ １／４模式，即前１／４时间灌清水，中间
１／２时间打开施肥罐施肥，后 １／４时间再灌清水冲
洗，灌溉水利用系数为０９５［２１］。

图 １　全生育期内各处理累计灌水量和降水量

Ｆｉｇ．１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　参考作物需水量确定

采用孙景生等
［１９］
适用于风沙区参考作物需水

量 ＥＴｏ的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即

　　ＥＴｏ＝
０４０８Δ（Ｒｎ－Ｇ）＋γ

９００ｕ２（ｅｓ－ｅａ）
Ｔ＋２７３

Δ＋γ（１＋０３４ｕ２）
（１）

式中　ＥＴｏ———参考作物需水量，ｍｍ／ｄ

Ｒｎ———净辐射量，ＭＪ／（ｍ
２
·ｄ）

Ｇ———土壤热通量，ＭＪ／（ｍ２·ｄ）
Δ———饱和水汽压与温度关系曲线的斜率，

ｋＰａ／℃
γ———湿度计常数，ｋＰａ／℃

Ｔ———空气平均温度，℃
ｕ２———地面以上２ｍ高处的风速，ｍ／ｓ
ｅｓ———空气饱和水汽压，ｋＰａ
ｅａ———空气实际水汽压，ｋＰａ

１３２　生长指标测定
各试验小区随机取样，分别测定马铃薯苗期、块

茎形成期、块茎增大期、淀粉积累期和成熟期的株高

和叶面积指数。株高用卷尺测定；叶面积用打孔法

测定，叶面积指数（ＬＡＩ）等于单株叶面积乘以单位
土地面积总株数和单位土地面积的商。成熟期在各

小区随机挖取３株完整马铃薯，测定地上部分和地
下部分的干物质质量，包括叶、茎、根和块茎。在

１０５℃条件下杀青 ３０ｍｉｎ后，置于 ７５℃条件下干燥
至质量恒定，精确至 ００１ｇ。马铃薯根系和块茎杀
青前需用清水洗净，并用吸水纸吸干表面的水分。

１３３　产量测定
各试验小区随机挖取单位面积的马铃薯称取总

质量后计算产量，并称取单株马铃薯每个块茎的质

量计算单株薯质量、大薯质量（单个块茎大于 ２００ｇ）
和商品薯质量（单个块茎大于７５ｇ）。

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计算式为

ＷＵＥ＝Ｙ
ＥＴ

（２）

式中　Ｙ———作物产量，ｋｇ／ｈｍ２

ＥＴ———作物全生育期内的耗水量，ｍｍ
肥料偏生产力（ＰＦＰ）计算式为

ＰＦＰ＝Ｙ
Ｔ

（３）

式中　Ｔ———作物全生育期投入 Ｎ、Ｐ２Ｏ５和 Ｋ２Ｏ的

总量，ｋｇ／ｈｍ２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整理，ＳＰＳＳ

２２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法（Ｐ＜００５为显著性水平）。运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０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株高和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表１为水肥耦合对马铃薯株高和叶面积指数的

影响，从表中可看出灌水量和施肥量对马铃薯株高

和叶面积指数均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不同水
肥耦合处理条件下，马铃薯的株高随生育期的延长

而增加。苗期各处理株高增加最快，且各处理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高水高肥处理（Ｗ３Ｆ３）株高明显大
于其他处理，说明马铃薯苗期对水肥需求较大，增加

灌溉施肥有利于植株的生长。在块茎形成期时，其

２７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生长规律与苗期无显著差别。在块茎增大期时，高

肥处理（Ｆ３）下株高增长减慢（０６１ｃｍ／ｄ），与中肥
处理（Ｆ２）无显著性差异。在淀粉积累期和成熟期
时，中肥处理（Ｆ２）下的株高明显大于高肥处理
（Ｆ３），高水中肥处理 （Ｗ３Ｆ２）株高达到最大值
６９０２ｃｍ。马铃薯全生育内随着灌水量的增加，株
高显著增加，Ｗ３处理平均株高比 Ｗ２和 Ｗ１高
４１４％和 １００９％，说明充分灌溉有助于植株株高
的增长；在灌水量相同时，Ｆ２处理平均株高比 Ｆ１和
Ｆ３高１２２１％和 ６９４％，说明少量施肥不利于植株
株高的增长，过多施肥反而抑制植株株高的增长。

马铃薯的叶面积指数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呈现

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在淀粉积累期叶面积指数达

到最大值。叶面积指数随着灌水量的增加显著增

加，在高水处理（Ｗ３）下达到最大。马铃薯叶面积
指数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在苗期和块茎形成期时，马铃薯叶面积指数在高肥

处理（Ｆ３）达到最大。在块茎增大期时，中肥（Ｆ２）与
高肥处理（Ｆ３）的马铃薯叶面积指数无显著性差
异。在淀粉积累期和成熟期时，马铃薯叶面积指

数在中肥处理（Ｆ２）达到最大，但各处理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表 １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株高和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ＡＩ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生长指标 灌溉施肥处理 苗期 块茎形成期 块茎增大期 淀粉积累期 成熟期

Ｗ１ １８１７ｆ ３２３５ｅ ４１５５ｅ ４８４２ｇ ５４２３ｈ

Ｆ１ Ｗ２ ２０５７ｅ ３５１９ｄ ４４７０ｄ ５１５５ｆ ５７５２ｇ

Ｗ３ ２４１４ｃｄ ３９７７ｃ ４７４２ｃ ５４４７ｄｅ ６０８７ｅ

Ｗ１ ２２６１ｄ ３８９６ｃ ４９９５ｂ ５５４０ｃｄ ６１３９ｄｅ

Ｆ２ Ｗ２ ２４２３ｃｄ ３９５９ｃ ５０９０ａｂ ５９０３ｂ ６６２３ｂ

株高／ｃｍ Ｗ３ ２６１９ｂ ４１３５ｂ ５２１２ａ ６１７５ａ ６９０２ａ

Ｗ１ ２１４２ｅ ３６３９ｄ ４６２９ｃ ５３０３ｅｆ ５９０８ｆ

Ｆ３ Ｗ２ ２５２３ｂｃ ４０２６ｃｄ ４９４３ｂ ５６７２ｃ ６２５７ｄ

Ｗ３ ２８５４ａ ４３９２ａ ５２３３ａ ５８４８ｂ ６４４３ｃ

灌溉水平 １３４７２８ １３０８９６ ７８８９５ ７７２４８ １３７２３３

Ｆ 施肥水平 ８３８２０ ９６６０８ １６０２９８ １１６３２５ ２０４４５９

灌溉 ×施肥 ５０９６ １１６１１ ５７７２ ０３２７ １８３０

Ｗ１ ０２５ｆ ０６１ｆ ２１０ｅ ４４５ｆ ３９８ｅ

Ｆ１ Ｗ２ ０２９ｅ ０６６ｅ ２２１ｄｅ ４７４ｅｆ ４２４ｄｅ

Ｗ３ ０３５ｃ ０７５ｄｅ ２４０ｃｄ ５０１ｄｅ ４４８ｃｄｅ

Ｗ１ ０３１ｄ ０７３ｃｄ ２４７ｂｃ ５０５ｃｄｅ ４５９ｂｃｄ

Ｆ２ Ｗ２ ０３４ｃ ０７４ｂｃ ２５７ａｂｃ ５４５ｃｄｅ ４８６ｂｃｄ

叶面积指数 Ｗ３ ０３７ｂ ０７８ｂｃ ２５９ａｂｃ ５７０ｂｃｄ ５０７ａｂｃｄ

Ｗ１ ０３１ｄｅ ０６９ｂｃ ２３３ａｂ ４８５ｂｃ ４３８ａｂｃ

Ｆ３ Ｗ２ ０３６ｂｃ ０７６ｂ ２４９ａ ５１２ａｂ ４６５ａｂ

Ｗ３ ０４０ａ ０８３ａ ２６０ａ ５３３ａ ４８２ａ

灌溉水平 １０５１３８ ４３３２０ １３２５８ ２１６８７ ８７７０

Ｆ 施肥水平 ５６１１９ ３０１１５ ２５３０３ ３０５３０ １４３５２

灌溉 ×施肥 ３１０１ ２９２０ １０３２ ０１９０ ００２３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下同。

２２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干物质量的影响
水分和养分与作物干物质量存在密切关系，图 ２

为成熟期不同水肥组合处理下的马铃薯干物质量。

从灌水量和施肥量耦合效应看，以高水中肥处理

（Ｗ３Ｆ２）干物质量最大，平均为２７８６５ｇ／株；低水低
肥处理（Ｗ１Ｆ１）干物质量最小，平均为 ２１７７７ｇ／株。
整体上，在同一施肥水平下，高水处理（Ｗ３）马铃薯
干物质量大于中水和低水（Ｗ２和 Ｗ１）处理，Ｗ３处
理平均干物质量比Ｗ２和Ｗ１高５２０％和１０４１％，
说明随着灌水量的增加，马铃薯干物质量有增加的

趋势。在同一灌水水平下，中肥处理（Ｆ２）马铃薯干
物质量大于低肥和高肥处理（Ｆ１和 Ｆ３），Ｆ２处理平
均干物质量比 Ｆ１和 Ｆ３高 １２４６％和 ４７４％，说明
过多施肥抑制了马铃薯干物质量的积累。不同灌水

水平和施肥水平对马铃薯干物质量的影响均达到极

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２３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由图３可以看出，高水中肥处理（Ｗ３Ｆ２）产量
最大，平均为５９３９４９８ｋｇ／ｈｍ２，其次为中水中肥处
理（Ｗ２Ｆ２），平均为 ５７５５１１８ｋｇ／ｈｍ２，低水低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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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干物质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理（Ｗ１Ｆ１）产量最小，平均为 ４３９３９０５ｋｇ／ｈｍ２。随
灌水量的增加，马铃薯产量由大到小依次表现为

Ｗ３、Ｗ２、Ｗ１，Ｗ３处理平均产量比 Ｗ２和 Ｗ１高
４９８％和１３２０％；随施肥量的增加，马铃薯产量由
大到小依次表现为 Ｆ２、Ｆ３、Ｆ１，Ｆ２处理平均产量比
Ｆ３和 Ｆ１高 ６３７％和 １６３７％。经方差分析可知，
灌溉水平和施肥水平对马铃薯产量有极显著性影响

（Ｐ＜００１），灌溉施肥交互作用对马铃薯产量有显
著性影响（Ｐ＜００５）。总体上可以看出，水分利用
效率最大值出现在 Ｗ１处理，而水分利用效率最小
值出现在 Ｗ３处理，说明随灌水量的增加，水分利用
效率由大到小依次表现为 Ｗ１、Ｗ２、Ｗ３，呈下降的趋
势，低水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更高，Ｗ１处理的平均
水分利用效率比 Ｗ２和 Ｗ３处理高 ５８３％ 和
１３０５％。各处理中，Ｗ１Ｆ２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最
高，平均达到 １６５１ｋｇ／ｍ３，Ｗ３Ｆ１处理的水分利用
效率最低，平均仅为 １２２０ｋｇ／ｍ３，各处理之间的水
分利用效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 ３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ＷＵＥ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２４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肥料偏生产力的影响
肥料偏生产力（ＰＦＰ）是反映土壤基础养分水平

和化肥施用量综合效应的指标。由图 ４可知，高水
低肥处理（Ｗ３Ｆ１）ＰＦＰ最大，平均为 １７３３９ｋｇ／ｋｇ，
低水高肥处理（Ｗ１Ｆ３）ＰＦＰ最小，平均为７６６７ｋｇ／ｋｇ。
当灌水量相同时，马铃薯 ＰＦＰ由大到小依次表现为
Ｆ１、Ｆ２、Ｆ３；当施肥量相同时，马铃薯 ＰＦＰ由大到小
依次表现为 Ｗ３、Ｗ２、Ｗ１，各处理之间 ＰＦＰ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图 ４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肥料偏生产力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２５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不同级别块茎质量的影响

不同水肥组合马铃薯单株块茎、大块茎和商品

薯质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２所示，结果表
明高水中肥处理（Ｗ３Ｆ３）的单株块茎质量、大块茎
质量和商品薯质量达到最大值，平均为 １００９７１、
７６０６６、８９９５１ｇ／株。在同一施肥水平下，随着灌
水量的增加，马铃薯块茎有增大的趋势。Ｗ３处理
平均单株块茎质量比 Ｗ２和 Ｗ１高 ４９８％ 和
１３１９％，Ｗ３处理平均大块茎质量比 Ｗ２和 Ｗ１高
１０３０％和１８８２％，Ｗ３处理平均商品薯质量比 Ｗ２
和 Ｗ１高 ６１３％和 １２４５％，说明马铃薯块茎对水
分的需求量较大。在同一灌水水平下，Ｆ２处理平均
单株块茎质量比 Ｆ１和 Ｆ３高 １６３７％和 ６３７％，Ｆ２
处理平均大块茎质量比 Ｆ１和 Ｆ３高 ４３９７％和
１１７７％，Ｆ２处理平均商品薯质量比 Ｆ１和 Ｆ３高
２２７２％和 ６９３％，说明过量施肥不利于马铃薯块
茎对养分的吸收。

通过多因素方差分析可以看出，滴灌灌溉水平

与施肥水平对马铃薯单株块茎、大块茎和商品薯质

量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水肥交互
作用对大块茎质量也呈现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
对单株块茎和商品薯质量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说明适宜的灌溉施肥量能促进马铃薯块茎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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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块茎率和商品率，对实现农民增收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表 ２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不同级别块茎质量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

ｔｕｂ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ｇ／株

灌溉施

肥处理
单株块茎 大块茎 商品薯

Ｗ１ ７４６９６±１５８２ｈ ３４９８０±７４１ｉ ６０７７６±１２８８ｈ

Ｆ１ Ｗ２ ７８９２１±１６７８ｇ ３８２３６±８１３ｈ ６４８３２±１３７９ｇ

Ｗ３ ８５４８０±２０６０ｅ ４３９０６±１０５８ｇ ７０１３１±１６９０ｆ

Ｗ１ ８７２９９±２２７４ｅ ６１０９０±１５９２ｄ ７７２５０±２０１３ｄ

Ｆ２ Ｗ２ ９７８３７±１３６８ｂ ７２００９±１００７ｂ ８６２０４±１２０５ｂ

Ｗ３ １００９７１±１２９５ａ ７６０６６±９７５ａ ８９９５１±１１５４ａ

Ｗ１ ８２１０９±１０５８ｆ ５６７７２±７３１ｆ ７４６６１±９６２ｅ

Ｆ３ Ｗ２ ９０８８９±７４０ｄ ５９３５５±４８３ｅ ７７６４３±６３２ｄ

Ｗ３ ９４８５０±１３４６ｃ ６７９５０±９６４ｃ ８３１９２±１１８１ｃ

灌溉水平 １４００９７ ３０７６７４ １２５９１６

Ｆ 施肥水平 ２２２２４９ ２２６２７９５ ４６８６０９

灌溉×施肥 ３１６２ １８０３２ ４２９３

２６　水肥耦合条件下马铃薯产量的相关关系

马铃薯成熟期各水肥处理下产量与株高、叶面

积指数和干物质累积量的相关关系见图 ５。马铃薯
产量与株高、叶面积指数、干物质累积量具有显著正

相关关系（Ｒ２分别为 ０９２２５、０７１７４和 ０８７２０），
说明在当前的播种密度下，株高从 ５２ｃｍ开始到
７１ｃｍ，株高每增加１ｃｍ大约可以增加１１０４ｋｇ／ｈｍ２

的马铃薯产量；叶面积指数从 ３７开始到 ５５，叶面
积指数每增加 １大约可以增加 １１２２８ｋｇ／ｈｍ２的马
铃薯产量；单株干物质累积量从２１０ｇ开始到２９０ｇ，
干物质累积量每增加 １ｇ大约可以增加 ２４４ｋｇ／ｈｍ２

的马铃薯产量。线性拟合效果表现为株高（Ｒ２ ＝
０９４５４）优于叶面积指数（Ｒ２＝０７１７４）和干物质
累积量（Ｒ２＝０８７２０）。由以上可知，在一定范围内
通过合理调控马铃薯适宜的株高、叶面积指数以及干

物质累积量很有可能会获得较理想的马铃薯产量。

２７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经济效益的影响
表 ３为不同水肥组合条件下马铃薯的经济收

益。滴灌管、水表和管道等滴灌设施费每公顷共计

１２００元；全生育期人工费每公顷共计 ３０００元。马
铃薯按照市场价格 １０元／ｋｇ计算，得到其经济效
益。经济效益与总投入的差值为纯收益，经济效益

与总投入的比值为产投比。各水肥处理下，高水中

肥处理（Ｗ３Ｆ３）的经济效益最大，为 ５９３９５元／ｈｍ２，
低水 低 肥 处 理 （Ｗ１Ｆ１）的 经 济 效 益 最 小，为
４３９３９元／ｈｍ２。相同灌水水平下，Ｗ３处理平均纯
收益比Ｗ２和Ｗ１高８６２％和２２６７％；相同施肥水
平下，Ｆ２处理平均纯收益比 Ｆ１和 Ｆ３高 ２７５６％和
１０６５％。且各处理之间纯收益和产投比具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说明合理的水肥组合可以提高
马铃薯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农民的增收具有重要

意义。

图 ５　马铃薯产量与株高、叶面积指数、干物质累积量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ｔａｔｏ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ＬＡＩａｎｄ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
　

表 ３　水肥耦合对马铃薯经济收益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灌溉施肥处理
农资／

（元·ｈｍ－２）

设施费／

（元·ｈｍ－２）

人工费／

（元·ｈｍ－２）

总投入／

（元·ｈｍ－２）

产出／

（ｋｇ·ｈｍ－２）

经济效益／

（元·ｈｍ－２）

纯收益／

（元·ｈｍ－２）
产投比

Ｗ１ ５５５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５５０ ４３９３９ｈ ４３９３９ｈ ２３３８４ｆ ２１４ｅ

Ｆ１ Ｗ２ ５５５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５５０ ４６４２４ｇ ４６４２４ｇ ２５８６９ｅ ２２６ｄ

Ｗ３ ５５５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５５０ ５０２８２ｅ ５０２８２ｅ ２９７２７ｃｄ ２４５ｃ

Ｗ１ ７６２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６２０ ５１３５２ｅ ５１３５２ｅ ２８６５１ｄ ２２７ｄ

Ｆ２ Ｗ２ ７６２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６２０ ５７５５１ｂ ５７５５１ｂ ３５１３１ｂ ２５５ｂ

Ｗ３ ７６２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６２０ ５９３９５ａ ５９３９５ａ ３６７７０ａ ２６３ａ

Ｗ１ ９７２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４７２０ ４８２９９ｆ ４８２９９ｆ ２３５７４ｆ １９５ｆ

Ｆ３ Ｗ２ ９７２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４７２０ ５３４６４ｄ ５３４６４ｄ ２８７４８ｄ ２１６ｅ

Ｗ３ ９７２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４７２０ ５５７９４ｃ ５５７９４ｃ ３１２３０ｃ ２２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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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水和肥是农业生产中影响马铃薯生长的２个重
要因素

［２２］
，协调灌水量和氮磷钾的用量使其关系达

到最优时，可实现马铃薯高产增收的目标。本文通

过田间试验，采用滴灌施肥条件下的水肥耦合效应

模式，研究了不同灌水量和氮磷钾用量下马铃薯生

长、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变化情况。结

果表明，不同灌水量和氮磷钾用量对马铃薯株高、叶

面积指数、干物质量、产量、水分利用效率、肥料偏生

产力、不同级别块茎质量和经济效益均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本试验中，不同灌水量对马铃薯生长、产

量、肥料偏生产力和不同块茎质量均有显著性影响，

均随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由大到小依次表现为

Ｗ３、Ｗ２、Ｗ１，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３－２４］
。江

俊燕等
［２３］
研究表明，在同一灌水周期处理下，马铃

薯株高的变化趋势是灌水量越大，植株越高；灌水量

越大，产量越高。宋娜等
［２４］
研究表明，土壤湿润比

越大，单株块茎质量、大块茎质量和商品薯质量越

大。而对于氮磷钾的用量，马铃薯生长、产量、肥料

偏生产力和不同块茎质量呈现先增大后降低的趋

势，在 Ｆ２（１７５ ６０ ２２５ｋｇ／ｈｍ２）处理时达到最大
值，与马铃薯最佳推荐施肥量一致

［２５］
，表明施肥过

高反而对马铃薯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２６］
。戴

树荣
［２５］
通过建立二次肥料效应函数发现，马铃薯最

佳施肥效益的推荐平均施肥量为 Ｎ２１９０９ｋｇ／ｈｍ２、
Ｐ２Ｏ５５６７７ｋｇ／ｈｍ

２
、Ｋ２Ｏ ２６７０８ｋｇ／ｈｍ

２
。ＹＡＮＧ

等
［２６］
研究表明，过量施肥对马铃薯生长和产量表现

出一定的负效应。

针对水肥供应对马铃薯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较

多，何华等
［２７］
研究表明，水与氮配合下的水分利用

效率，中水中肥与低水低肥有较好的效应值，高水低

肥或高肥低水配合会大幅度降低 ＷＵＥ。王立为
等

［２８］
研究表明，在多雨年，中肥处理既能保证较高

的水分利用效率，也能保证较高产量；少雨年采取低

肥处理，正常年采取中低肥处理较适宜。本试验研

究表明，在同一灌水水平下，水分利用效率随施肥水

平的增加呈抛物线状，Ｆ１处理处于抛物线上升阶

段，Ｆ２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大，Ｆ３处理处于抛物
线下降阶段，可能是由于根区养分浓度较高，不利于

作物根部吸收水分。在同一施肥水平下，水分利用

效率由大到小依次表现为 Ｗ１、Ｗ２、Ｗ３。因此马铃
薯 Ｆ２和 Ｆ１处理、Ｗ１和 Ｗ２处理有较好的水分利用
效率，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２７－２８］
。

通过对马铃薯产量与株高、叶面积指数和干物

质量的线性拟合，表明合理调控马铃薯适宜的株高、

叶面积指数以及干物质累积量可以提高马铃薯的产

量。李勇等
［２９］
研究表明，株高和叶面积对产量的直

接通径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如果植株过高和叶面积

过大，反而会降低产量。因此，产量与株高、叶面积

指数和干物质累积量的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范围。

经济效益是科学水肥管理模式的最终目标，李书田

等
［３０］
研究表明，不合理的施肥会降低马铃薯的经济

效益，减小产投比。本试验中，Ｆ２处理的经济效益
最大，可能是因为 Ｆ３处理的肥料施用量增加，但养
分利用率不高，造成经济效益减少，该结果与前人研

究结果一致
［３０］
。综合各水肥处理下的马铃薯产量、

水分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高水中肥（Ｗ３Ｆ２）不仅
能维持马铃薯较好的生长特性，提高作物的产量和

经济效益，并且能保证马铃薯的水分利用效率。

４　结束语

不同的水肥组合对滴灌条件下大田马铃薯有显

著性影响，其产量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施

肥量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且最大产量在高水

（Ｗ３）处理和中肥（Ｆ２）处理获得，但 Ｗ３水分利用
效率明显低于 Ｗ１和 Ｗ２处理，Ｆ２水分利用效率明
显大于 Ｆ１和 Ｆ３处理。株高、叶面积指数和干物质
量对马铃薯产量的增加具有重要作用，且高水中肥

（Ｗ３Ｆ２）处理更有利于马铃薯的生长。因此，适宜
的灌水量和氮磷钾施用量不仅能维持马铃薯较好的

生长特性，而且能获得较大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在

产量和节水节肥条件下，Ｗ３Ｆ２处理（１００％ＥＴｃ，

１７５ ６０ ２２５ｋｇ／ｈｍ２）可作为本试验条件下较合理
的水肥组合。

参 考 文 献

１　陈萌山，王小虎．中国马铃薯主食产业化发展与展望［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５（１２）：４－１１．
２　王静怡，陈珏颖，刘合光．我国马铃薯供求的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分析［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１８９－１９３．
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ｉ，ＣＨＥＮＹｕｙｉｎｇ，ＬＩＵＨｅｇｕａ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２４）：１８９－１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张翔宇，李荫藩，李霄峰，等．不同施肥量对马铃薯生育及产量的影响［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０５，２０（增刊）：１４２－１４３．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ＬＩＹｉｎｆａｎ，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ｅ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Ｂｏ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２０（Ｓｕｐｐ．）：１４２－１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７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４　高虹，宋喜娥，姚满生，等．不同施肥量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１）：４１６－４２０．
ＧＡＯ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ｅ，ＹＡＯＭａ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ｏｔａｔｏｙｉｅ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３５（１）：４１６－４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张西露，汤小明，刘明月，等．ＮＰＫ对马铃薯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及营养动态［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３８（１８）：
９４６６－９４６９．
ＺＨＡＮＧＸｉｌｕ，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ＬＩＵＭｉｎｇｙｕ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ＰＫ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３８（１８）：９４６６－９４６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秦军红，陈有君，周长艳，等．膜下滴灌灌溉频率对马铃薯生长、产量及水分利用率的影响［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３，
２１（７）：８２４－８３０．
ＱＩＮＪｕｎ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ｏｕｊｕｎ，ＺＨＯＵ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ｃｈｏｎｐｏｔａ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３，２１（７）：８２４－８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张恒嘉，李晶．绿洲膜下滴灌调亏马铃薯光合生理特性与水分利用［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１０）：１４３－１５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３１０２３＆ｆｌａｇ＝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３．
１０．０２３．
ＺＨＡＮＧＨｅｎｇｊｉａ，ＬＩＪ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ｗｉｔｈｍｕｌｃｈｅｄ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ｎｏａｓ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３，４４（１０）：１４３－１５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黄仲冬，齐学斌，樊向阳，等．根区交替地下滴灌对马铃薯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０，２１（１）：７９－８３．
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ｄｏｎｇ，ＱＩＸｕｅｂｉｎ，ＦＡＮ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ｏｏｔｚｏｎｅ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ｏｔａｔｏ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１（１）：７９－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ＳＥＹＥＤＨＡ，ＭＡＴＨＩＡＳ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Ｆ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ｏｎｆｉｅｌｄｇｒｏｗｎｐｏｔａｔｏｅｓ：ｇａ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ｘｙｌｅｍ［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９７：１４６８－１４９４．

１０　张绪成，于显枫，王红丽，等．半干旱区减氮增钾、有机肥替代对全膜覆盖垄沟种植马铃薯水肥利用和生物量积累的调控
［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４９（５）：８５２－８６４．
ＺＨＡＮＧＸｕｃｈｅｎｇ，ＹＵ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ｎｕｒ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ｎｐｏｔａｔｏｗａｔ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ｗｈｏ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ｄｇｅｆｕｒｒｏｗ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４９（５）：８５２－８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于显枫，张绪成，王红丽，等．施肥对旱地全膜覆盖垄沟种植马铃薯耗水特征及产量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６，
２７（３）：８８３－８９０．
ＹＵ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ｕ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ｒｉｄｇｅｆｕｒｒｏｗ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ｆｉｌ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ｉｎｒａｉｎｆｅｄａｒｅ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７（３）：８８３－８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小静，陈富，袁安明，等．氮磷钾施肥水平对西北干旱区马铃薯生长及产量的影响［Ｊ］．中国马铃薯，２０１３，２７（４）：２２２－２２５．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Ｆｕ，ＹＵＡＮＡ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ＮＰ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ｒｉｄａｒｅａ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ａｔ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２７（４）：２２２－２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ＢＡＤＲＭＡ，ＴＯＨＡＭＹＷ Ａ，ＺＡＧＨＬＯＵＬＡＭ．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ｇｒｏｗ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ａｎ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１１０：９－１５．

１４　何建勋，王永哲，邱小琮，等．水肥耦合条件下马铃薯生长量对产量的影响［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５５（７）：１６４６－１６５２．
ＨＥＪｉａｎｘｕｎ，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ｅ，ＱＩＵＸｉａｏｚ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ｇｒｏｗｔｈｏｎ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Ｊ］．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５５（７）：１６４６－１６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袁安明，张小静．氮磷钾配比对马铃薯脱毒微型薯生长和产量的影响［Ｊ］．中国马铃薯，２０１２，２６（４）：２２５－２２７．
ＹＵＡＮＡ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ＮＰＫ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ｍｉｎｉｔｕｂｅｒｙｉｅｌ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ａｔ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２６（４）：２２５－２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李勇，吕典秋，胡林双，等．不同氮磷钾配比对马铃薯农艺性状、产量和干物质含量的影响［Ｊ］．中国马铃薯，２０１３，２７（３）：
１４８－１５２．
ＬＩＹｏｎｇ，ＬＤｉａｎｑｉｕ，ＨＵＬ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ＮＰＫ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ｐｏｔａｔｏ［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ａｔ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２７（３）：１４８－１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尹梅，刘自成，任齐燕，等．少耕覆盖与不同氮磷钾配比对马铃薯产量效益和养分利用的影响［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６，
２９（３）：５９５－５９８．
ＹＩＮＭｅｉ，ＬＩＵＺ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ＮＱ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ＮＰＫ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ｙｉｅ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ｗｉｔｈ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ｉｌｌａｇｅ［Ｊ］．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２９（３）：５９５－５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ＡＢＤＥＬＬＡＨＲ，ＦＬＯＲＩＡＮＩ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ＰＫ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ｐｏｔａｔｏｔｕｂ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Ｎｉｃｏｌａ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ｔ
Ｂｕｒｂａｎｋ［Ｊ］．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９２：２９４－２９７．

１９　孙景生，刘祖贵，张寄阳，等．风沙区参考作物需水量的计算［Ｊ］，灌溉排水，２００２，２１（２）：１７－２０．
ＳＵＮ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Ｚｕｇｕ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ｒｏｐ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ｉｎｄｙｄｅｓｅｒｔａｒｅａｉｎＩｎｎｅｒ

７７２第 ３期　　　　　　　　　　张富仓 等：水肥供应对榆林沙土马铃薯生长和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０２，２１（２）：１７－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ＣＨＥＮＱｉｕｆａｎ，ＤＡＩＸｉｎｇｍｅｉ，ＣＨＥＮＪｉｎ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ＦＡＯ５６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ｃｒｏｐ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ｒｏｐ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７（３）：５５１－５５４．
２１　栗岩峰，李久生，饶敏杰．滴灌系统运行方式施肥频率对番茄产量与根系分布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９（７）：

１４１９－１４２７．
ＬＩＹ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Ｊｉｕｓｈｅｎｇ，ＲＡＯＭｉｎｊｉ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ｒｉｐｆｕ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ｍａｔｏ
［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３９（７）：１４１９－１４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ＨＡＬＩＴＬＩＧＩＬＭ Ｂ，ＯＮＡＲＡＮＨ，ＭＵＮＳＵＺＮ，ｅｔａｌ．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ｕｎｄｅｒｌｉｇｈ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ｏｆ
ｃａｐｐａｄｏｃｉａｒｅｇ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３３：２１９－２２４．

２３　江俊燕，汪有科．不同灌水量和灌水周期对滴灌马铃薯生长及产量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８，２６（２）：１２１－１２５．
ＪＩＡＮＧＪｕ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Ｙｏｕｋ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
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ｓ，２００８，２６（２）：１２１－１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宋娜，王凤新，杨晨飞，等．水氮耦合对膜下滴灌马铃薯产量、品质及水分利用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３）：
９８－１０５．
ＳＯＮＧＮａ，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ｎ，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ｆｅｉ，ｅｔ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ｎｙｉｅｌ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ｏｆｐｏｔａ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ｌｍｍｕｌｃｈ［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１３）：９８－１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戴树荣．应用“３４１４”试验设计建立二次肥料效应函数寻求马铃薯氮磷钾适宜施肥量的研究［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０，
２６（１２）：１５４－１５９．
ＤＡＩＳｈｕｒｏｎｇ．ＮＰＫ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ｎｐｏｔａｔｏｂ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ｕｓｉｎｇ
“３４１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０，２６（１２）：１５４－１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ＹＡＮＧＫａｉ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ｎ，ＣＬＩＮＴＯＮＣＳ，ｅｔａｌ．Ｐｏｔａ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ｔｔｅｄｓｏｉｌ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ｎｄｅｒ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ｕｌｃｈ［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１：４４４８－４４５９．

２７　何华，陈国良，赵世伟．水肥配合对马铃薯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１９９９，１７（２）：５９－６６．
ＨＥＨｕａ，ＣＨＥＮ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Ｓｈｉｗｅｉ．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ｓ，１９９９，１７（２）：５９－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王立为，潘志华，高西宁，等．不同施肥水平对旱地马铃薯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７（２）：５４－５８．
ＷＡＮＧＬｉｗｅｉ，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ＧＡＯＸｉ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ａｔｏｉｎｔｈｅｄｒｙ
ｌ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１７（２）：５４－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李勇，吕典秋，胡林双，等．不同氮磷钾配比对马铃薯原原种的产量、干物质含量和经济系数的影响［Ｊ］．中国马铃薯，
２０１３，２７（５）：２８８－２９２．
ＬＩＹｏｎｇ，ＬＤｉａｎｑｉｕ，ＨＵＬ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ＰＫ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ｒｅｅｌｉｔｅｐｏｔａｔｏｙｉｅｌ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ｔａｔ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２７（５）：２８８－２９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李书田，段玉，陈占全，等．西北地区马铃薯施肥效应和经济效益分析［Ｊ］．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１４（４）：４２－４６．
ＬＩＳｈｕｔｉａｎ，ＤＵＡＮＹｕ，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Ｙｉｅｌ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ｏｔａｔｏ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４）：４２－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７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