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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覆盖方式对旱地马铃薯产量和

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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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秸秆和地膜覆盖栽培对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旨在筛选出陕北黄土丘陵旱作区

的最佳覆盖方式。通过２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的田间定位试验，采用垄膜覆盖（ＬＭ）、双沟覆膜（ＧＭ）、全膜覆盖（ＱＭ）、秸
秆覆盖（ＪＧ）和露地（ＣＫ）５种覆盖栽培方式，分析马铃薯生长、产量、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变化。结果表明：（１）ＪＧ
处理的马铃薯植株生长发育状况，其株高、ＳＰＡＤ值均优于其它处理，表现为株高 ＪＧ＞ＣＫ＞ＧＭ＞ＬＭ＞ＱＭ，茎粗 ＬＭ
＞ＧＭ＞ＣＫ＞ＪＧ＞ＱＭ，ＳＰＡＤ值ＪＧ＞ＬＭ＞ＧＭ＞ＣＫ＞ＱＭ。（２）在整个生育期，地温均值表现为 ＪＧ＜ＣＫ＜ＬＭ＜ＧＭ＜
ＱＭ，ＪＧ、ＬＭ、ＧＭ及ＱＭ分别较ＣＫ提高－０．１８℃、０．７６℃、１．２１℃及１．６５℃。（３）全生育期，不同覆盖有增加土壤含
水量的作用，均值表现为ＪＧ＞ＱＭ＞ＧＭ＞ＬＭ＞ＣＫ，ＪＧ、ＬＭ、ＧＭ及 ＱＭ分别较 ＣＫ提高 １７．１８％、１１．９２％、５．６５％和
１６．９３％。（４）ＪＧ、ＱＭ、ＬＭ及ＧＭ分别比露地栽培平均增产１９．７５％、８．９５％、７．００％及－０．２５％，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１６．４％、７．４％、９．１５％及１．６５％。秸秆覆盖栽培方式是陕北旱作区马铃薯抗旱栽培推荐的栽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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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地处黄土丘陵干旱

半干旱农业区，属大陆季风气候，降水少，且降水集

中，蒸发强烈，干旱和水土流失是马铃薯生产的主要

限制因素。提高降水水分利用效率，保证马铃薯稳

产增产，增加土壤蓄水保墒能力的农艺节水技术是

未来该地区旱作农业的发展方向。研究证明覆盖栽

培是应对干旱缺水、提高马铃薯产量的主要措

施［１－３］，目前，该地区应用的主要覆盖材料有地膜和

秸秆。一方面，地膜覆盖具有明显的增温保墒［４］的

作用。研究表明，地膜覆盖可以提高玉米的水分利

用效率，增加干物质积累和产量［５］；另一方面，秸秆

覆盖起到保水增产的作用。纪晓玲等［６］研究显示，

秸秆覆盖较无覆盖的绿豆地温低２．８℃，而且，秸秆
覆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壤空气与大气的交换，

增加土壤含水量［７］。在玉米和小麦栽培上，秸秆覆

盖可显著提高玉米和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和产

量［８－９］。因此，在陕北旱作区马铃薯抗旱栽培技术

的研究中，应注重地膜覆盖和秸秆覆盖对马铃薯土

壤温度、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的影响，以进一步提高

地膜覆盖和秸秆覆盖的保墒和增产效果。截至目

前，有关不同覆盖方式对马铃薯产量及水分利用效

率的系统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研究开展不同覆

盖栽培方式对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研

究，旨在筛选出马铃薯高产的覆盖栽培保墒方式，为

旱地马铃薯高产优质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黄土高原丘陵区的横
山县横山镇石窑沟村旱地进行。试验区位于北纬

３７°５６′２８．４６″，东经１０９°２１′４６．８１″，海拔１２３２ｍ，平均
气温９．２℃，≥１０℃积温３２６０℃，无霜期１４６ｄ，年降
水量４４６．８ｍｍ，主要集中在７—９月，占总量的６０％
以上，年蒸发量１２１１ｍｍ，年日照时数２６４４ｈ，年无
效降水４４次，有效降水 ２０次，降水年际变化大，变
异系数为 ０．１５，月际变化更大，变异系数最小的 ９
月也高达０．３８。供试土壤为黄绵土，试验地耕层土
壤有机质含量３．２ｇ·ｋｇ－１，全氮０．３ｇ·ｋｇ－１，碱解氮
１８．９ｍｇ·ｋｇ－１，速效磷６．２ｍｇ·ｋｇ－１，速效钾６６．０ｍｇ
·ｋｇ－１，前茬绿豆，基施尿素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磷酸二铵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供试品种为紫花白，于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３日和２０１３年６月９日播种，平均行距５０ｃｍ，株距
３５ｃｍ，密度５５５５５株·ｈｍ－２。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置 ５个处理，分别是：（１）全膜覆盖
（ＱＭ）：双垄面全膜覆盖集雨沟播，垄高 １０ｃｍ，穴播

马铃薯。（２）垄膜覆盖（ＬＭ）：垄高１５ｃｍ，仅垄上覆
盖地膜，膜侧沟播马铃薯。（３）双沟覆膜（ＧＭ）：垄
高１０ｃｍ，垄上“Ｗ”型双沟覆膜，“Ｗ”沟播马铃薯。
（４）秸秆覆盖（ＪＧ）：覆盖玉米秸秆，秸秆覆盖量
１０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秸秆长度８ｃｍ，于每年的６月３０日
人工均匀，放置在该处理的小区内。（５）露地（ＣＫ）：
无覆盖，直接将马铃薯穴播于 １５ｃｍ土壤中。各处
理设三次重复，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 ２１ｍ２

（７．０ｍ×３．０ｍ），６行区，田间管理一致。
１．３ 测定方法

（１）土壤水分测定采用烘干称重法，在马铃薯
播种前和收获后对各小区０～１００ｃｍ土层进行土壤
水分测定，以２０ｃｍ为一个土层单位取样。

（２）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产量／（播前 １００ｃｍ
土层土壤贮水量 －收获后 １００ｃｍ土层土壤贮水量
＋生育期降水量）。
（３）于马铃薯生长的开花期（７月３０日）用直尺

测定株高，用游标卡尺测定茎粗，用 ＳＰＡＤ－５０２叶
绿素仪测定叶绿素含量。产量测定是在马铃薯成熟

后，按小区收获，称取鲜薯重量。

试验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计算分析，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 Ｔ
检验，各图表中的数据为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覆盖方式对马铃薯生长的影响

在盛花期不同覆盖栽培条件下，马铃薯主要生

长指标变化表明（表 １），秸秆覆盖处理的马铃薯生
长发育性状（２ａ均值），如株高和 ＳＰＡＤ值均优于其
它处理，秸秆覆盖处理茎粗只是高于全膜覆盖处理，

而低于垄膜覆盖、双沟覆膜和对照处理。全膜覆盖

处理株高、茎粗及ＳＰＡＤ值均最低，垄膜覆盖处理和
双沟覆盖处理株高低于对照，但茎粗和 ＳＰＡＤ值高
于对照。许多研究表明，相比地膜覆盖技术，秸秆覆

盖技术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秸秆覆盖可显著降低

夏玉米不同生育时期棵间蒸发量，增加土壤含水

量［１０］，显著增加０～１０ｃｍ土层有机碳含量［１１］，另一
方面具有调温作用，在低温时具有“增温效益”，而高

温时则有“低温效应”。两种效益在作物不同生育时

期，对其生长均十分有利，可有效地缓解地温剧变对

作物造成的伤害［１２］。因而，秸秆覆盖可提供马铃薯

根系生长的水、肥、气、热环境，从而促进马铃薯地上

部分的生长。

２．２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马铃薯是喜冷凉作物，在其生长发育的不同阶

段对地温的要求不同。不同覆盖处理对土壤温度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ｃｍ平均值）的影响见表２。２ａ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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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全生育期各处理地温均值大小为：ＪＧ（２１．２８℃）＜
ＣＫ（２１．４６℃）＜ＬＭ（２２．２２℃）＜ＧＭ（２２．６７℃）＜ＱＭ
（２３．１１℃），秸秆覆盖、全膜覆盖、垄膜覆盖、双沟覆
膜分别比露地栽培高 －０．１８℃、１．６５℃、０．７６℃、
１．２１℃。秸秆覆盖可降低地温，而地膜覆盖有提升
地温的作用。马铃薯不同生育阶段对地温的要求不

同，马铃薯苗期最适生长温度为 １７℃～２１℃，２０１２
年ＪＧ（２３．３℃）处理分别低于 ＣＫ、ＬＭ、ＧＭ和 ＱＭ
０．２℃、２．６６℃、３．８８℃和 ４．４２℃，２０１３年 ＪＧ处理地

温（２３．２℃）最低，分别低于 ＣＫ、ＬＭ、ＧＭ和 ＱＭ
０．３℃、０．７℃、１．６℃和 １．８℃。ＪＧ处理最接近最适
生长温度，有利于茎叶生长。块茎形成期，地温对块

茎形成有很大影响，以１６℃～１８℃对块茎的形成和
增长最为有利。２年内，ＪＧ处理最接近适宜生长温
度，有利于块茎的形成。块茎膨大期和淀粉积累期，

日均温以１７℃～１８℃为宜，超过 ２０℃，块茎生长渐
慢。ＪＧ处理也比较接近最适生长温度，相对于其它
处理，其呼吸作用最低，有利于养分的积累。

表１ 不同覆盖栽培对马铃薯株高、茎粗及ＳＰＡＤ值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ＳＰＡＤｖａｌｕｅｐｏｔａｔ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年盛花期
Ｆｕ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ｉｎ２０１２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茎粗

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ＳＰＡＤ值
ＳＰＡＤ
ｖａｌｕｅ

２０１３年盛花期
Ｆｕ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ｉｎ２０１３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茎粗

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ＳＰＡＤ值
ＳＰＡＤ
ｖａｌｕｅ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茎粗

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ＳＰＡＤ值
ＳＰＡＤ
ｖａｌｕｅ

ＬＭ ３９．７３ １３．１４ ４１．９６ ５０．３０ １１．９１ ２３．６３ ４５．０２ １２．５３ ３２．７８
ＪＧ ４２．５３ １１．５８ ４２．６１ ５２．１０ １１．２５ ２３．７１ ４７．３２ １１．４２ ３３．１６
ＱＭ ３８．１３ １１．４６ ４１．７９ ４５．１０ ９．９７ ２１．７９ ４１．６２ １０．７２ ３１．７９
ＧＭ ４３．１３ １１．５８ ４２．２２ ４７．２０ １２．６８ ２３．３３ ４５．１７ １２．１３ ３２．７８
ＣＫ ３８．７３ １１．２６ ４１．７６ ５４．２０ １２．５０ ２３．２７ ４６．４７ １１．８８ ３２．５２

表２ 不同覆盖栽培下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生长时期

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１２年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２０１２

ＧＭ ＬＭ ＣＫ ＪＧ ＱＭ

２０１３年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２０１３

ＧＭ ＬＭ ＣＫ ＪＧ ＱＭ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２７．１８ ２５．９６ ２３．５０ ２３．３０ ２７．７２ ２４．８０ ２３．９０ ２３．５０ ２３．２０ ２５．００
形成期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２２．４４ ２０．９２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０ ２２．２８ ２６．４８ ２５．９６ ２５．４６ ２４．２２ ２６．８６
膨大期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２０．９４ ２１．０８ ２１．２２ ２１．２２ ２１．５６ ２４．７０ ２５．００ ２４．１２ ２４．１２ ２６．２２
积累期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１６．８０ １６．９０ １６．８６ １６．６０ １７．３０ １７．９６ １７．９８ １７．０５ １７．４６ １７．８６

２．３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马铃薯根系主要分布在０～４０ｃｍ内，不同覆盖
方式对马铃薯 ０～４０ｃｍ土壤含水量的影响如图 １
所示。图１表明，在马铃薯全生育期０～４０ｃｍ土壤
平均含水量表现为：秸秆覆盖＞全膜覆盖＞双沟覆
膜＞垄膜覆盖＞露地栽培。秸秆覆盖、全膜覆盖、双
沟覆膜、垄膜覆盖，各处理的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露地

栽培处理，分别较露地栽培高出 １７．１８％、１６．９３％、
１１．９２％和５．６５％。各覆盖方式比露地耕层含水量
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覆盖物形成了一层保护隔离

层，减少了太阳辐射，从而减少了田间的棵间蒸发，

起到提高土壤含水量的作用。但不同覆盖方式对土

壤含水量的影响是不同的，秸秆覆盖一方面减少田

间的棵间蒸发，另一方面有利于雨水的蓄积入渗，使

得秸秆覆盖处理土壤水分状况的改善效果最明显，

而全膜覆盖、双沟覆膜、垄膜覆盖各处理虽然能减少

土壤田间的棵间蒸发，但不利于雨水的入渗，因此

ＱＭ、ＧＭ、ＬＭ处理土壤含水量低于 ＪＧ处理而高于露
地栽培处理。不同覆盖方式下土壤含水量整体均呈

“Ｓ”型变化，土壤水分的变化趋势表现为播种时雨
少、风大、蒸发量大，土壤水分最低。由于２０１２年苗
期降水在各生育期中最多，各覆盖方式下的 ０～４０
ｃｍ土壤平均含水量较高；２０１３年苗期降水较少，各
覆盖方式的０～４０ｃｍ土壤平均含水量变化不明显，
块茎形成期各覆盖方式均可提高 ０～４０ｃｍ土壤平
均含水量，由于块茎膨大期降水相对减少，且马铃薯

处于生长旺盛时期，蒸腾作用较强，导致这一时期０
～４０ｃｍ土壤平均含水量相对其它时期最少，在淀
粉积累期，随着降水量增加，０～４０ｃｍ土壤平均含
水量逐渐增高。上述分析表明：不同覆盖栽培方式

都有一定的蓄雨保墒的作用，由于对降雨、蒸发面大

小、作物自身发育阶段所需水量等因素影响，不同覆

盖方式下土壤含水量随时间推移出现一定的变化。

０６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４卷



图１ 不同覆盖栽培下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４ 不同覆盖方式对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不同覆盖方式的马铃薯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见

表３。由表３知秸秆覆盖、全膜覆盖、垄膜覆盖及双
沟覆膜分别比露地栽培平均增产１９．７５％、８．９５％、
７．００％及 －０．２５％。结合表 １、表 ２及图 １综合分
析，秸秆覆盖株高、ＳＰＡＤ值及土壤含水量均最优，土
壤温度最低，低于对照 ０．１８℃，有利于马铃薯块茎
的膨大及淀粉的积累，其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达到

最大；全膜覆盖使ＳＰＡＤ值及株高降低，土壤温度高
于对照１．６５℃，不利于马铃薯产量的提高，但其可提
高土壤含水量 １６．９３％，垄膜覆盖增加土壤含水量

１１．９２％，土壤温度较对照增加 ０．７６℃，使 ＳＰＡＤ值
升高，植株降低，旱作区土壤水分的增加，抵消 ＳＰＡＤ
值、株高降低、土壤温度升高的不利因素，使其增产

并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双沟覆膜处理是因为在２０１３
年比对照减产 ２．３％，究其原因，植株比对照降低
１０．４４％、温度升高０．９６℃的不利因素导致其减产。

３ 讨 论

地膜覆盖后，苗期温度增加最明显，块茎形成期

至淀粉积累期增温不明显［１３－１５］。蔡太义等［１２］在渭

北旱塬试验结果表明，不同量秸秆覆盖玉米处理 ０
～２５ｃｍ土层均能起到降温效果，表现为前期大、后
期小的变化趋势。秸秆覆盖马铃薯后，可显著调节

土壤温度，与对照相比苗期地温降低 ２．８℃ ～
３．９℃，而其它生育期土壤温度提高 ０．４℃ ～
１．８℃［１６］，有利于马铃薯幼苗生长。本试验条件下，
秸秆覆盖后总体地温呈降低的趋势，平均降温

０．１８℃，其原因是马铃薯是喜冷凉作物，降温使马铃
薯植株生长旺盛，地上冠层最大（ＪＧ１６００ｃｍ２、ＬＭ
１５７６ｃｍ２、ＧＭ１４１４ｃｍ２、ＱＭ１２４５ｃｍ２、ＣＫ１４４６ｃｍ２），
地上群体较为合理；另一方面，秸秆覆盖有稳定地温

的作用，其地温在全生育期的变率为６．７３℃，较 ＣＫ
（７．５℃）、ＧＭ（９．４１℃）、ＬＭ（８．４９℃）、ＱＭ（９．７１℃）均
小，对马铃薯块茎膨大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对提高马

铃薯产量奠定了基础。

有研究表明，秸秆覆盖马铃薯后，０～２００ｃｍ土
壤含水率有所增加［１８］。本研究中，不同覆盖方式均

能提高０～４０ｃｍ土壤含水量，秸秆覆盖处理较其它
处理能改善土壤水分状况，减少无效消耗，尤其能提

高马铃薯中、后期的土壤含水量。

据研究，地膜覆盖在提高玉米［１９］、小麦［２０］等耗

水量、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方面效果显著，秸秆覆盖

也可提高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２１］。

表３ 不同覆盖方式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３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有效降
雨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ｉｎ
ｆａｌｌ
／ｍｍ

生育期
耗水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ｍ３·ｈｍ－２）

ＷＵＥ
／（ｋｇ·
ｍｍ－１·
ｈｍ－２）

ＷＵＥ较
ＣＫ±％
ＷＵ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ＣＫ±％

折合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ｋｇ·ｈｍ－２）

产量较

ＣＫ±％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ＣＫ±％

２０１３

有效降
雨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ｉｎ
ｆａｌｌ
／ｍｍ

生育期
耗水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ｍ３·ｈｍ－２）

ＷＵＥ
／（ｋｇ·
ｍｍ－１·
ｈｍ－２）

ＷＵＥ较
ＣＫ±％
ＷＵ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ＣＫ±％

折合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ｋｇ·ｈｍ－２）

产量较

ＣＫ±％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ＣＫ±％

ＬＭ ３７９．６ ４２５．４９ ４１．８０ ９．００ １７７８５．７１ ７．５ ３５３．２ ４１７．６ ３４．４５ ９．３ １４３８５．７１ ６．５

ＪＧ ３７９．６ ４３４．３０ ４４．６６ １６．５０ １９３９５．２４ １７．２ ３５３．２ ４４６．７４ ３６．６９ １６．３ １６３９０．４８ ２１．３

ＱＭ ３７９．６ ４２６．７７ ３９．７７ ３．７０ １６９７１．４３ ２．６ ３５３．２ ４４４．６５ ３５．０３ １１．１ １５５７６．１９ １５．３

ＧＭ ３７９．６ ４３１．９３ ３９．０２ １．７０ １６８５２．３８ １．８ ３５３．２ ４１２．１３ ３２．０４ １．６ １３２０４．７６ －２．３

ＣＫ ３７９．６ ４３１．４４ ３８．３５ — １６５４７．６２ — ３５３．２ ４２８．３９ ３１．５４ — １３５０９．５２ —

１６第６期 纪晓玲等：不同覆盖方式对旱地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本研究中，ＪＧ、ＬＭ、ＱＭ、ＧＭ较 ＣＫ，产量和水分
利用效率增幅分别为 －０．２５％～１９．７５％和 １．６５％
～１６．４％。主要原因是秸秆覆盖有抑蒸保墒、降低
地温、协调马铃薯耗水和土壤水分分配，在高效用水

的同时最大限度保蓄土壤水分，促进马铃薯根系对

土壤水分的吸收，促进马铃薯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

分的生长，延缓马铃薯植株的衰老，而提高水分利用

效率。垄膜覆盖和全膜覆盖的土壤含水量均低于秸

秆覆盖，且在生育后期，垄膜覆盖和全膜覆盖下，土

壤温度均高于秸秆覆盖和露地栽培。本研究显示，

地膜覆盖在马铃薯生育后期，土壤温度较高，不利于

马铃薯块茎淀粉积累［１７］和产量增加。此外，本研究

中，双沟覆膜产量低于对照，这是由于马铃薯块茎膨

大期和淀粉积累期土壤水分含量均最低，不利于马

铃薯块茎膨大及淀粉积累，对产量造成负面影响。

４ 结 论

（１）不同覆盖处理马铃薯生长发育状况，表现
为株高ＪＧ＞ＣＫ＞ＧＭ＞ＬＭ＞ＱＭ，茎粗ＬＭ＞ＧＭ＞ＣＫ
＞ＪＧ＞ＱＭ，ＳＰＡＤ值ＪＧ＞ＬＭ＞ＧＭ＞ＣＫ＞ＱＭ。
（２）不同覆盖处理对土壤温度的影响不同，全

生育期，秸秆覆盖、垄膜覆盖、双沟覆膜及全膜覆盖

分别比露地栽培平均提高－０．１８℃、０．７６℃、１．２１℃
及１．６５℃，秸秆覆盖处理有降低地温作用，地膜覆
盖可有效提高地温。

（３）不同覆盖方式具有保墒蓄水的能力。土壤
含水量ＪＧ、ＬＭ、ＧＭ及ＱＭ分别较ＣＫ提高１７．１８％、
１１．９２％、５．６５％和１６．９３％。

（４）不同覆盖方式可提高马铃薯产量（除 ２０１３
年双沟覆膜减产外）和水分利用效率，２ａ均值秸秆
覆盖、全膜覆盖、垄膜覆盖及双沟覆膜分别比露地栽

培平均增产１９．７５％、８．９５％、７．００％及－０．２５％，水
分利用效提高１６．４％、７．４％、９．１５％及１．６５％。

两年的系统试验结果表明，在陕北旱作区采用

秸秆覆盖马铃薯是可行的。但试验中没有考虑秸秆

覆盖土壤肥力和控制土壤侵蚀作用等的影响，今后

应对此进行深入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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