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烤烟是一种供吸食的叶用经济作物，既讲求产

量，更注重品质。烟叶的商品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

品质要素和安全性。烟叶产量和质量的矛盾，一直

是烟农、消费者、烟草企业和烟草科技工作者非常

重视的问题。根据几十年来的烟草生产情况看，在

一定产量水平下，烟叶质量可以随产量的增加而提

高，但当产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质量常常发生下

降，出现产量和质量间的新矛盾。因此，在一定环境

条件、栽培措施和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两者可以

协调发展和提高。安宁河河谷坝区属川西南横断山

亚热带烤烟区，区内烤烟主要分布于海拔!，"##米至

!，$##米的高原盆地、中低山缓坡和河谷地区，其中

以安宁河两岸河谷坝区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植烟土

壤类型为红壤、水稻土、紫色土和冲积土等。一般土

壤有机质!%&’%，土壤()值呈中性、弱酸性和酸性，

土层深厚、疏松，通透性能良好，土体多呈红色、紫

色，土壤含氯量一般低于!#((*，含盐量一般低于

#+#,%。本区气候类似于云南东部和中部烟区，为四

川烟草工业最大的优质烟叶供应基地。烤烟是安宁

河坝区主要经济作物，但由于本区历史、自然等诸

方面的原因，再加上缺乏科学的栽培措施造成烤烟

生产基础薄弱，产值多在!!，"!#&!-，.-,元 / 0*’（以

!..’年不变价格折算），其中施肥不当造成烤烟品质

低劣是重要原因。本试验针对这种情况，探讨了氮

肥、磷肥、钾肥、微肥和有机肥不同水平组合对烤烟

产值的影响，寻求优质适产配方组合，为安宁河流

域适产优质烤烟的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在西昌市黄水乡安宁河坝紫色冲积土

上。质地为粉砂质中壤土，1)值2+’，有机质.+,34 /
54，全氮#+3"4 / 54，全磷#+!#4 / 54，全钾!’+,4 / 54，碱

解氮3,+,64 / 4，速效磷-+’64 / 4，有效钾2,+,64 / 4。

试验采用五元二次正交旋转组合设计，研究不

同氮、磷、钾、微肥和有机肥施用量对烤烟的效应。共

设"-个处理（表!，’），按正交分成三个区组，区组内

各零水平中心点按等距排列，其余小区随机排列。小

区面积,7,+,*’，密度’7!#3株 / 0*’。

有机肥、磷肥、微肥全作底肥，在移栽前一次施

入。氮肥、钾肥分期施入："#%作底肥，"#%作第一次

追肥（移栽后!,天），3#%作第二次追肥（移栽后"#
天）。

供试作物品种为红花大金元。"月’日育苗，,月3
日假植于营养袋中，,月’’日移栽，单行起垄条植。田

间按常规措施管理。

’+结果与讨论

’+!预测模型

根据表’资料建立五元二次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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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方程达到!"!#显著水平，$%!"&’(。对方

程 的 偏 回 归 系 数 进 行 方 差 分 析 ， 除 )#)*、)#)+、

)*)+、),)+、),)-、)+)- 六项未达到 !"!-显著水平以

外，其余均达到!"!-以上显著水平。

*"*因素效应分析

*"*"# 主次措施的决定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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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各因素的决定系数（表,），结果表明，五项措施

对产值的影响程度是磷2钾2氮2有机肥2微肥。

*"*"* 单因素效应 对模型（#）确定一因素后，将其

余四个因素固定在零水平上，得出某一因素与产值

的回归关系，在各因素编码水平范围内，均有一个

使 烤 烟 产 值 达 最 高 的 施 肥 量 极 值 。 在 施3量 为

’+",45 0 67*，施8量为#**"’45 0 67*，施4量#&’"&45 0
67*，微 肥 用 量*9"&45 0 67*，有 机 肥 用 量#，#!&(45 0
67*时，产值达到最高。

*"*", 因素互作效应 以产值为目标，对交互作用

最显著的)#),、)*),、)*)- 互作项采用“降维法”，把

其他因素固定在零水平上，则得互作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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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试验因素（ 自变量）水平及编码

试验因素 变化间距 水平编码（<%*）

（45 0 67*） ;* ;# ! # *

)#纯氮施用量 **"- * ,"- - ("- ’

)*纯磷施用量 **"- +"- ("! 9"- &"! #!"-

),纯钾施用量 ,9"- - 9"- #! #*"- #-

)+微肥施用量 ##"* ! !"9- #"- *"*- ,

)-有机肥用量 ,!!! *!! +!! (!! ’!! #!!!

表* 试验结构距阵与收获产值（ 单位：元0 67*，以&*年不变价格折算）

处理 )# )* ), )+ )- 产 值 处理 )# )* ), )+ )- 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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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因素的决定系数（ =）

生产措施 )# )# )* )* ), ), )+ )+ )- )-

决定系数 ("-- &",+ #!"(- #*"9( #("## *",9 #"!’ #"(, #"9, -"-!
合计 #-"’# *,"+# #’"+’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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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因子水平选优，确定了每01"产量+***23的

最佳施肥量为施4%#5&*#23 6 01"，施7（7"8#）&&"’#5
&#*23 6 01"，施2（2"8）&#*5""#23 6 01"产量，有机肥

9，%#*5/，***23 6 01"。根据攀西地区安宁河流域目

前的一般水平，氮肥用量要适当，钾肥用量要增加，

在新烟区磷肥用量也适当增加，老烟区可酌减。通

常每公顷施纯氮/%’#5&*#23，氮：磷：钾$&：&’#5"："5
+，有机肥9，%#*5/，***23（若用饼粕（油枯 ）则+**5

,**23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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