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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覆盖种植模式对马铃薯土壤

温度、水分及产量的影响

王友生１，王多尧２

（１．甘肃省定西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甘肃 定西 ７４３０００；２．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摘 要：以陇薯６号为试验材料，研究了不同覆盖种植模式对甘肃定西马铃薯田土壤温度、水分和产量的影
响，并对其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全地面覆盖双垄垄作侧播和全地面覆盖垄上微沟穴播处理在马铃

薯整个生育期０～３０ｃｍ平均土壤温度较 ＣＫ增加 ２．２℃和 ２．５℃，秸秆带状覆盖处理平均土壤温度较 ＣＫ降低了
１．０℃。覆膜垄沟集雨和秸秆带状覆盖技术都能明显改善土壤水分状况，在马铃薯生长前期集雨保墒效果尤为明
显，出苗期全地面覆盖双垄垄作侧播、全地面覆盖垄上微沟穴播、秸秆带状覆盖在０～１００ｃｍ平均土壤含水量分别
较ＣＫ提高２．６％和２．２％和１．６％。各处理马铃薯土壤温度和含水量垂直变化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减弱。全地
面覆盖双垄垄作侧播、全地面覆盖垄上微沟穴播和秸秆带状覆盖增产效果明显，产量分别较 ＣＫ增加 ３３．６％、
２８．６％和２３．２％。全地面覆盖双垄垄作侧播纯收益最高，秸秆带状覆盖次之，纯收益较 ＣＫ分别增加７２０１．５６元·
ｈｍ－２和５９９６．０４元·ｈｍ－２。因此，黑膜全覆盖双垄垄作侧播技术在改善土壤水温效应的同时能显著增产增收，是定
西地区马铃薯种植的高效栽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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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力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马铃薯也将

成为稻米、小麦、玉米之外的第四大主粮作物，预计

到２０２０年，５０％以上的马铃薯将作为主粮消费，马
铃薯产业将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脱贫致富产业。甘

肃中部作为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已达６７
万ｈｍ２以上，总产量超过１１００万ｔ，占全国总产量的
１４％，居全国之首［１］。素有“中国马铃薯之乡”的甘
肃省定西市既是马铃薯优质主产区，又是全国马铃

薯三大生产基地之一，通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十多

年努力，定西市马铃薯播种面积已多年稳定在２０万
ｈｍ２以上，总产达 ５００万 ｔ左右；但定西市年降水量
仅３００～５００ｍｍ，且多集中于７—９月，而年蒸发量高
达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ｍｍ［２］，导致自然降水的利用效率较
低，严重限制了马铃薯产量的进一步提高。如何高

效利用降雨资源，成为定西市马铃薯生产的重要课

题。近年来在政府引导下，定西市马铃薯种植的科

技投入力度也逐年加大，通过积极推广马铃薯地膜

覆盖集雨技术，为农民增产增收又开辟了新的致富

路。地膜覆盖能充分接纳雨水，强化雨水的田间保

蓄，减少土壤水分蒸发［３－４］；发挥土壤水库的调配作

用，将无效降雨化为有效降雨［５］；而马铃薯地膜覆盖

栽培更具有增温、集雨、保墒的效果，显著地改善了

土壤的水热状况和田间小气候，促进了产量的提

高［６－８］。但在当地马铃薯大田栽培应用中，覆盖材

料、覆膜方式和垄型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本研究根据当前的生产实际，对目前旱作区马铃薯

不同种植模式进行对比试验，从各处理生育期的土

壤含水量和温度、产量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研究

分析，以期筛选出最适合甘肃中部旱作区马铃薯高

产栽培模式，为该技术在马铃薯栽培中的应用推广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镇董家湾村

旱作梯田地（Ｎ３５°２７′～３５°４０′；Ｅ１０３°２３′～１０６°４０′），
平均海拔２３２８．２ｍ。该区域属典型的半干旱雨养
农业区，年平均降水量 ４００～５００ｍｍ，且年分布不
均，年平均气温５．２℃，无霜期１３５ｄ，农作物属于一
年一熟。试验地土壤类型为黄绵土，前茬作物玉米，

土壤质地疏松、肥力中等。０～２０ｃｍ耕层有机质

１０．４４ｇ·ｋｇ－１，全氮０．７６ｇ·ｋｇ－１，全磷０．５３ｇ·ｋｇ－１，
全钾 ７．８ｇ·ｋｇ－１，速效氮 ６８ｍｇ·ｋｇ－１，速效磷 ２２．１
ｍｇ·ｋｇ－１，速效钾１８９ｍｇ·ｋｇ－１，ｐＨ７．８。
１．２ 供试材料

马铃薯指示品种为甘肃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

究所选育的陇薯６号，陇薯６号原种由定西市爱兰
薯业有限公司提供；供试地膜为天水天宝塑业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的“天宝牌”厚０．０１３ｍｍ，宽度１２０ｃｍ
和宽度 ８０ｃｍ的黑色地膜；尿素（含 Ｎ４６％，甘肃刘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磷酸氢二铵（含 Ｐ２Ｏ５
４６％，含Ｎ１８％，云南三环中化美盛化肥有限公司生
产），硫酸钾镁肥（含 Ｋ２Ｏ２４％，安徽辉隆农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排列，共设 ６个处理，３
个重复。６个处理分别为：处理１：全地面覆盖双垄
垄作侧播（按株距３５ｃｍ，行距５０ｃｍ“品”字形垄侧穴
播）；处理 ２：全地面覆盖垄上微沟穴播（大垄宽 ７５
ｃｍ、垄沟宽４５ｃｍ，在大垄面中间再开一条 １０ｃｍ深
的集雨沟，使垄面成为‘Ｍ’型，同时微沟内每隔 ５０
ｃｍ打一渗水孔）；处理 ３：秸秆带状覆盖种植（分秸
秆覆盖带和种植带，两带等宽、相间排列，两带宽度

各５５ｃｍ左右，每种植带平作穴播２行）；处理４：半
膜垄作（垄宽６０ｃｍ，垄高１５ｃｍ，选用８０ｃｍ宽黑色
地膜覆盖垄面，按株距３５ｃｍ，行距５０ｃｍ“品”字形垄
侧穴播）；处理 ５：露地平地穴播（对照 ＣＫ）（按株距
３５ｃｍ，行距 ５０ｃｍ左右“品”字形穴播）。小区面积
４４ｍ２（５．５ｍ×８ｍ），宽行距７０ｃｍ，窄行距４０ｃｍ，株
距３５ｃｍ，种植密度 ５１９７４株·ｈｍ－２，小区间距 ４０
ｃｍ，设置保护行。试验于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５日播种，９
月２５日收获。试验期间调查记载各处理马铃薯生
育期的土壤温度和水分状况，成熟期每小区取样２０
株考种，并按小区单收实测产量。

１．４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４．１ 土壤温度 采用曲管地温计分别在幼苗期、

块茎形成期、块茎增长期、淀粉积累期、成熟收获期

测定马铃薯生长期的土壤温度。在 ８∶００，１４∶００，
１９∶００时测定各处理马铃薯种植行中间的 １０、２０、３０
ｃｍ土层地温，取平均值作为当天的土壤温度，每处
理３个重复。
１．４．２ 土壤水分 采用土钻烘干法在幼苗期、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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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期、块茎增长期、淀粉积累期、成熟收获期测定

马铃薯生长期的土壤水分。具体是在两株马铃薯中

间按三点方法用土钻取地表下１００ｃｍ内的土壤，每
２０ｃｍ为一层，共５层；取样后在室内采用烘干法，土
样在１０５℃～１１０℃烘箱中烘７～８ｈ至恒重后称重，
每处理３个重复。

土壤含水量（％）＝（湿土重－烘干土重）／烘干
土重×１００

１．４．３ 产量及产量性状 产量按小区单收计产。

每小区按照５点取样法取２０株考种计算鲜薯产量。
单位面积鲜薯产量（ｋｇ·ｈｍ－２）＝小区鲜薯差量（ｋｇ）／
小区面积（ｍ２）×１００００，每处理测定３次重复；单位
面积纯收益（元·ｈｍ－２）＝单位面积产量收入（元·
ｈｍ－２）－单位面积总投入（元·ｈｍ－２）。
１．５ 统计分析

试验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处理，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不同生育期耕层土壤

温度的影响

土壤温度是土壤热状况的综合表现，直接影响

着土壤中生物活动过程，如种子发芽、幼苗出土及生

长、根系发育以及微生物的活动等［９］。不同处理马

铃薯在不同生育期土壤温度随深度变化见表１。马
铃薯整个生育期各处理测定的 ０～３０ｃｍ土壤平均
温度值高低顺序为处理２＞处理１＞处理４＞处理５
＞处理３，处理２和处理１增温效果最为明显，与ＣＫ
相比较平均土壤温度增加２．５℃和２．２℃，其次是处
理４与ＣＫ相比增温０．９℃，而处理３使土壤温度降
低，较ＣＫ降低１．０℃，这是由于秸秆覆盖在土壤表
面后形成一道物隔离层，能拦截和吸收太阳直射和

地面有效辐射，阻碍了土壤与大气间的水热交

换［１０］。

表１ 不同处理下马铃薯生育期不同土层平均土壤温度／℃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ｙ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ｔａｔｏ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幼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０～
１０ｃｍ

１０～
２０ｃｍ

２０～
３０ｃｍ

块茎形成期

Ｔｕｂｅｒ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０～
１０ｃｍ

１０～
２０ｃｍ

２０～
３０ｃｍ

块茎增长期

Ｔｕｂｅｒ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０～
１０ｃｍ

１０～
２０ｃｍ

２０～
３０ｃｍ

淀粉积累期

Ｓｔａｒｃｈ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０～
１０ｃｍ

１０～
２０ｃｍ

２０～
３０ｃｍ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

０～
１０ｃｍ

１０～
２０ｃｍ

２０～
３０ｃｍ

１ １４．７ａ １４．２ａ １３．８ａｂ ２３．１ａｂ ２１．５ａｂ ２０．１ａｂ ２８．６ａ ２４．３ａ ２３．６ａ ２５．７ａ ２１．７ｂ ２１．９ａ １３．２ａ １２．４ａ １１．７ａ

２ １４．８ａ １４．３ａ １４．２ａ ２３．７ａ ２２．７ａ ２０．７ａ ２８．１ａ ２４．８ａ ２２．７ａ ２５．５ａ ２３．８ａ ２１．７ａ １２．３ａｂ １２．１ａ １１．９ａ

３ １１．９ｃ １２．６ｂ １２．９ｂｃ １８．４ｄ １７．５ｃ １７．６ｃ ２１．５ｃ ２１．０ｂ ２１．１ｂ １９．７ｄ １９．２ｄ １９．３ｂ ９．９ｃ ９．１ｂ ９．７ｃ

４ １３．３ｂ １３．４ｂ １２．３ｃ ２２．７ｂｃ ２０．４ｂ １９．９ａｂ ２５．８ａｂ ２３．９ａ ２２．８ａ ２２．７ｂ ２１．７ｂ １９．７ｂ １１．３ｂ １０．４ｂ １０．２ｂ

ＣＫ １０．８ｄ １２．８ｂ １３．１ｂｃ ２１．２ｃ １８．２ｃ １９．１ｂ ２５．４ｂ ２３．１ａ ２２．６ａ ２１．９ｃ ２０．０ｃ １９．２ｂ ９．２ｃ ９．６ｂ １０．２ｂ

注：表中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０．０５显著水平。下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整个生育期，各处理对土壤温度的影响效果随

土层的加深而逐渐减弱。在马铃薯幼苗期，不同处

理对土壤温度的影响效果显著，处理１和处理２不
同土层温度均显著高于 ＣＫ（Ｐ＜０．０５），平均土壤温
度分别较ＣＫ增高 ２．０℃和 ２．２℃；处理 ４在 ０～１０
ｃｍ处土壤温度与 ＣＫ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在 １０～
３０ｃｍ处土壤温度与 ＣＫ无显著差异；处理 ３在 ０～
１０ｃｍ处较ＣＫ增高１．１℃，在１０～３０ｃｍ处与ＣＫ无
差异。随着生育期的推进，马铃薯叶面积指数逐渐

增大致使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减少，各覆盖处理对

土壤温度的影响效果逐渐减弱。生长中期（块茎膨

大期～块茎增长期），处理 １和处理 ２在 ０～１０ｃｍ
处土壤温度与 ＣＫ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１０～３０ｃｍ
处土壤温度与 ＣＫ无显著差异，处理 ４不同土层温
度与ＣＫ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处理３不同土层温
度较ＣＫ降低２．１℃。后期（淀粉积累期～成熟期），

处理１和处理２不同土层温度均显著高于 ＣＫ（Ｐ＜
０．０５），处理４在０～１０ｃｍ处土壤温度与 ＣＫ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在１０～３０ｃｍ处土壤温度与 ＣＫ差异
不显著，在马铃薯生长后期处理３在０～１０ｃｍ、１０～
２０ｃｍ、２０～３０ｃｍ处平均土壤温度较ＣＫ降低０．７℃、
０．６℃和０．２℃。
２．２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不同生育期土壤水分

的影响

对马铃薯各生育时期０～１００ｃｍ土壤含水量测
定结果表明，地膜秸秆覆盖后，各处理在不同生育期

平均土壤含水量均比露地有所提高，平均土壤含水

量高低顺序依次为处理１＞处理２＞处理３＞处理４
＞处理 ５（图 １ｆ）。黑膜全地面覆盖双垄垄作侧播
（处理１）和垄上微沟穴播（处理２）地表１００％覆盖，
阻断了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自然降水也通过集水

面聚集在播种沟内，所以在各生育期土壤含水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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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墒效果最为明显，如处理１和处理２在出苗期
土壤含水量比露地分别高２．６％和２．２％，在块茎形
成期土壤含水量比露地分别高２．１％和２．５％；其次
为秸秆带状覆盖种植（处理 ３），整个生育期平均土
壤含水量与ＣＫ相比提高了１．０％；处理４半膜覆盖
平均土壤含水量较 ＣＫ提高 ０．８７％，这就说明地膜
全覆盖的两种种植模式具有较好的集雨保墒能力。

图１（ａ～ｅ）分别为马铃薯出苗期、块茎形成期、
块茎膨大期、淀粉积累期和成熟期 ０～１００ｃｍ土壤
含水量的垂直变化情况，由图可知覆盖耕作对马铃

薯不同生育期土壤含水量的影响随着土壤深度的增

加而减弱。在出苗期各处理土壤含水量由于受前期

降雨较多的影响而普遍较高，但由于地面裸露面积

较大，加之幼苗耗水量不大，覆盖后处理 １、处理 ２
和处理３在０～６０ｃｍ处土壤含水量明显高于露地，
土壤含水量较 ＣＫ增幅在１．５％～４．６％之间，在６０
～１００ｃｍ处土壤含水量与ＣＫ差距减小；处理４在０
～６０ｃｍ处土壤含水量也高于露地，增幅在０．６％～
１．７％之间，但却低于处理１、处理２和处理３的土壤
含水量；在６０～１００ｃｍ处各处理土壤含水量与ＣＫ

图１ 马铃薯生育期各处理不同土层土壤水分动态变化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ｔａｔｏ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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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减小（图 １ａ）。由于马铃薯块茎形成期生长消
耗了土壤水分，使土壤含水量有所下降，０～８０ｃｍ
各土层土壤含水量均低于播前。处理 １、处理 ２和
处理３、处理４在０～８０ｃｍ处土壤含水量较ＣＫ增幅
在１．５％～３．９％之间；在 ８０～１００ｃｍ处各处理与
ＣＫ无明显差异（图１ｂ）。在马铃薯块茎膨大期和淀
粉积累期，由于全市气温持续偏高、干旱少雨，浅层

墒情较前期更差；马铃薯块茎膨大期处理１、处理２
和处理３在４０～６０ｃｍ处土壤含水量高于处理４和
对照，０～２０ｃｍ和８０～１００ｃｍ处各处理土壤含水量
差异不大（图１ｃ）。淀粉积累期４０ｃｍ处各处理土壤
含水量略高于 ＣＫ，其它土层差异不明显（图 １ｄ）。
到成熟期各处理间土壤含水量变化趋势相同，表现

为浅层墒情较差，各处理０～４０ｃｍ处土壤含水量低
于６０～１００ｃｍ处；这是由于７—９月份以来，持续高
温干旱，加上作物生长过程需水量大，导致浅层土壤

严重失墒。另外，各处理之间 ０～１００ｃｍ土层土壤
含水量差异不明显（图１ｅ）。
２．３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从表２可知，各覆盖处理的马铃薯鲜薯产量较
对照显著增加，产量高低排列顺序为处理１＞处理２
＞处理３＞处理４＞处理５。处理１产量为２８７５７．９
ｋｇ·ｈｍ－２，居第一位，与 ＣＫ相比产量提高了７２２６．３
ｋｇ·ｈｍ－２，增产幅度达到 ３３．６％；处理 ２产量为
２７６８０．７ｋｇ·ｈｍ－２，较 ＣＫ提高了 ６１４９．１ｋｇ·ｈｍ－２，
增产幅度为 ２８．６％，居第二位；处理 ３产量仅次于
地膜覆盖处理，为２６５２８．３ｋｇ·ｈｍ－２，较 ＣＫ提高了
４９９６．７ｋｇ·ｈｍ－２，增产幅度为２３．２％。对产量进行
方差分析可知，区组间未达到显著水平，Ｆ区组 ＝
１．０６３，Ｐ区组＝０．４２４（＞０．０５）；处理间达到显著水

平，Ｆ处理＝３．９２７，Ｐ处理＝０．０３６（＜０．０５）。用 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行多重比较分析表明，地膜全覆盖（处理１和处
理２）鲜薯产量最高，处理１产量略高于处理２，但差
异不显著；两处理与ＣＫ之间差异显著；其次是秸秆
覆盖（处理３），与ＣＫ之间差异显著；地膜半覆盖（处
理４）与ＣＫ之间差异不显著。

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投入产出，由于覆盖材料的

不同各处理间投入成本存在差异，因定西市大面积

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导致秸秆剩余量大，所以本

文中玉米秸秆也不记成本。由表 ２可知，各处理投
入成本的依次为全膜（处理 １和处理 ２）＞半膜（处
理４）＞秸秆（处理３）＝露地（ＣＫ）。处理１纯收益为
２４７３０．９８元·ｈｍ－２，较 ＣＫ提高了 ７２０１．５６元·
ｈｍ－２，居第一位；处理 ３纯收益为 ２３５２５．４６元·
ｈｍ－２，较ＣＫ提高了５９９６．０４元·ｈｍ－２，因秸秆不计
成本位居第二；处理 ２纯收益为 ２３４３８．３４元·
ｈｍ－２，较ＣＫ提高了５９０８．９２元·ｈｍ－２。处理４纯收
益最低，较ＣＫ仅提高了１０１５．３８元·ｈｍ－２。

３ 讨 论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作物增产主要依赖于生育

期的土壤温度、有效降水、土壤的蓄水和土壤蒸

发［１１］。对“十年九旱”的定西地区来说，保持土壤水

分、减少土壤无效蒸发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可以为作

物后期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保护性耕作对土壤含

水量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干旱年份，由于气候干燥蒸

发强烈，导致土壤含水率急剧下降，因此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主要采用覆盖处理来贮存降雨，以供作物后

期的生长需求［１２］。大量研究表明，地膜覆盖可以有

效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提高作物产量和水分［３，１３］，黑

表２ 不同处理间马铃薯产量及经济效益差异

Ｔａｂｌｅ２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ｔｕｒ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小区产量

Ｐｌｏｔｙｉｅｌｄ
（ｋｇ·４４ｍ－２）

折合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较ＣＫ增产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ＣＫｏｆ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经济效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元·ｈｍ－２）

产值

Ｙｉｅｌｄ
成本

Ｃｏｓｔ
纯收益

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

较 ＣＫ增加
纯收益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ＣＫ

１ １２６．５ａ ２８７５７．９ ７２２６．３ ３４５０９．４８ ９３０４．８ ２４７５４．６８ ７２０１．５６

２ １２１．７ａｂ ２７６８０．７ ６１４９．１ ３３２１６．８４ ９３０４．８ ２３４６２．０４ ５９０８．９２

３ １１６．７ａｂｃ ２６５２８．３ ４９９６．７ ３１８３３．９６ ７８３４．８ ２３５４９．１６ ５９９６．０４

４ １０１．５ｂｃ ２３０７８．０ １５４６．４ ２７６９３．６ ８６７４．８ １８５６８．８ １０１５．６８

ＣＫ ９４．７ｃ ２１５３１．６ ２５８３７．９２ ７８３４．８ １７５５３．１２

注：投入包括种子、化肥、地膜（其中种子价格按１．５元·ｋｇ－１，肥料价格磷酸氢二铵２．６元·ｋｇ－１，尿素１．５元·ｋｇ－１，硫酸钾镁１．７元·ｋｇ－１；

地膜价格按１４元·ｋｇ－１）。２０１５年马铃薯售价为１．２元·ｋｇ－１。

Ｎｏｔｅ：Ｉｎｐｕ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ｅｅｄ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ａｎｄ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ｆｉｌｍ（ｓｅｅｄ１．５ｙｕａｎ·ｋｇ－１，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２．６ｙｕａｎ·ｋｇ－１，ｄｉａｍｉｎｏｍｅｔｈａｎａｌ１．５ｙｕａｎ·ｋｇ－１，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１．７ｙｕａｎ·ｋｇ－１，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ｆｉｌｍ１４ｙｕａｎ·ｋｇ－１）．Ｐｏｔａｔｏｒｉｃｅｗａｓ１．２ｙｕａｎ·ｋｇ－１ｉｎ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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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覆盖还可以有效抑制一年生杂草和减少青头薯发

生［１４］；也有研究证明，秸秆覆盖具有明显的纳雨保

墒效果［１５－１６］。本研究通过田间试验，观察记录了

马铃薯生育期不同覆盖材料及方式对土壤含水量、

土壤温度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黑膜全覆盖和秸

秆覆盖能较好地保持土壤水分，降低农田蒸发，尤其

在作物生长前期，覆盖处理含水量明显高于对照，在

生育后期由于受马铃薯冠层覆盖的影响而导致差异

减小，这与张立功［３］、汤瑛芳［１３］等研究结论一致；覆

盖措施对土壤温度的影响效果因覆盖材料的不同而

不同［１７］，本文得出地膜覆盖处理能有效提高耕层土

壤温度，而秸秆覆盖阻碍了土壤与大气间的水热交

换导致土壤温度降低，这与李荣等［１０］在不同沟垄覆

盖模式在春玉米上得出的结论一致，但秸秆覆盖是

否会延长马铃薯生育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通

过试验也得出在整个生育期各处理对土壤温度的影

响效果随土层的加深而逐渐减弱［８］；全膜覆盖技术

与对照相比有明显提高马铃薯产量和经济效益的作

用，这与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一致［１８－２０］。虽然本

文得出结论秸秆覆盖马铃薯生产技术产量仅次于全

膜覆盖技术，但本研究未做秸秆覆盖方式及覆盖量

对马铃薯水文效应及产量的影响的研究，需要在以

后的大田试验中做进一步探讨，这对提升旱作区土

壤有机质、培肥地力、保护耕地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４ 结 论

１）马铃薯整个生育期土壤平均温度全地面覆
盖双垄垄作侧播和垄上微沟穴播较 ＣＫ增加 ２．２℃
和２．５℃，半膜垄作较ＣＫ增温０．９℃，而秸秆带状覆
盖较ＣＫ降低了 １．０℃。不同覆盖对土壤温度的影
响效果随土层的加深而逐渐减弱。

２）覆膜垄沟集雨和秸秆带状覆盖能明显改善土
壤水分状况，在马铃薯生长前期集雨保墒效果尤为明

显。马铃薯整个生育期０～１００ｃｍ土壤平均含水量
全地面覆盖双垄垄作侧播和垄上微沟穴播较 ＣＫ提
高１．７％和１．５％，半膜垄作较 ＣＫ提高０．８７％，秸秆
带状覆盖较ＣＫ提高了１．０％。各处理马铃薯土壤含
水量垂直变化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减弱。

３）覆盖耕作有利于作物产量和纯收益提高，全
地面覆盖双垄垄作侧播、全地面覆盖垄上微沟穴播、

秸秆带状覆盖、半膜垄作马铃薯产量分别较 ＣＫ增
加３３．６％、２８．６％、２３．２％和 ７．２％。全地面覆盖双
垄垄作侧播和秸秆带状覆盖马铃薯纯收益较 ＣＫ分

别增加７２０１．５６元·ｈｍ－２和５９９６．０４元·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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