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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Potato is a crop, which is tolerant to drought and barren, and could be used to implement the protection of

Erhai lake. To pract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develop the gree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control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ffectively, in recent years, a set of practical green and efficient potato cultivation technologies

had been developed by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and farmers organiz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Erhai lake basin in Dali Prefecture. Potato production, varieties

and seed potato selection, lands preparation and sowing, fields management and timely harvests in the area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echnical guidance for potato production around the Erhai lake basin and

reference for counterparts with simila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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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耐旱、耐贫瘠作物，是落实洱海保护、农业转型发展、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的可行作物。近年来，经过政府部门、农业科技人员及薯农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坝区形成了一套

比较成熟的马铃薯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文章对洱海流域坝区马铃薯生产情况、品种及种薯选择、整地及播种、田间管理和适

时收获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旨在为洱海流域坝区马铃薯生产提供技术指导，并供相似地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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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主要种植作物之一，

常年种植面积 16 600~20 300 hm2，大春种薯和小

春、冬作商品薯已经成为大理白族自治州重要的支

柱产业，也是当地人民的重要经济来源 [1-4]。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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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泊，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境

内，是大理人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地，对维护生态环

境有着重要作用[5,6]。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提出洱海

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扩

大低肥水作物种植面积，大力推广以有机肥替代化

肥、病虫害绿色防控为主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打

造“洱海绿色食品牌”。洱海保护管理范围是以洱海

水体为主的整个洱海流域，包括大理市所辖的 10
个镇和洱源县所辖的 6个乡（镇）约 2 565 km2的区

域，其中，大理市所辖的大理、银桥、湾桥、喜洲

和上关镇以及洱源县所辖的邓川、右所等乡（镇）的

中海拔坝区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小春马铃薯、秋马

铃薯主产区，常年种植马铃薯约1 600 hm2[4,7]。马铃

薯是耐旱、耐贫瘠作物，是落实洱海保护、农业转

型发展、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

染的可行作物。近年来，经过政府部门、农业科技

人员及薯农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洱海流域坝区形

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马铃薯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本文对洱海流域坝区马铃薯生产情况、品种及种薯

选择、整地及播种、田间管理和适时收获五个方面

进行了详细介绍，旨在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

坝区马铃薯生产提供技术指导，并供其他相似地区

参考。

1 洱海流域坝区马铃薯生产情况

洱海流域坝区海拔 2 000 m左右，种植的马铃

薯主要为小春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约1 500 hm2，

占洱海流域坝区马铃薯种植面积90%以上，少部分

为秋马铃薯。洱海流域小春马铃薯一般 12月至次

年 1月播种，4~5月收获，生长时间相对较短，生

长期间处于冬春干旱期，降雨较少，马铃薯早疫病

及虫害较重。且近年来地膜覆盖种植较普遍，土壤

板结地块容易发生马铃薯粉痂病。小春马铃薯主要

作为商品薯，用作该淡季蔬菜的补充和加工原料。

秋马铃薯种植是利用大春收获后、小春播种前这段

有限的空窗期进行，有时还需提前收获为小春播种

腾地，所以马铃薯生长时间较短，一般 7~8月播

种，11~12月收获，生长期间雨水较多，空气湿度

较大，晚疫病发生严重，对晚疫病抗性较差的早

熟、中早熟品种，易造成绝产，秋马铃薯主要作为

菜用商品薯销售。

2 马铃薯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2.1 品种及种薯选择

小春马铃薯品种需选择结薯早、高产、薯形

好、品质优、耐贮藏的中早熟或中熟的菜用或加工

型马铃薯品种，且具有一定的早疫病、病毒病和粉

痂病抗性及耐旱性，生育期70~105 d[8]。秋马铃薯品

种需选择结薯早、块茎膨大快、抗晚疫病、耐贮藏

的中晚熟马铃薯品种，生育期 106~120 d[8]。目前，

大理白族自治州马铃薯生产中老品种种植多年需替

换，可替代的优势新品种还未找到，洱海流域坝

区小春和秋马铃薯主要种植品种为‘丽薯 6号’和

‘青薯9号’，对于市场上大量涌入的新品种，马铃

薯种植户需持谨慎态度，可以少量试验之后逐渐替

换生产，注意风险防范。生产上主要应用的‘丽薯

6号’和‘青薯 9号’存在种薯来源不清、质量良莠

不齐的现象，薯农在购买种薯时，需查清种薯来

源，严把种薯质量，从源头上保证马铃薯生产产量

和质量。

2.2 整地及播种

2.2.1 种薯处理

播种前，剔除病薯、烂薯，按种薯大小进行分

级，50 g以下的整薯播种，50 g以上的进行切块处

理。可准备两把切刀，用福尔马林或高锰酸钾溶液

浸泡，随切随换，薯块尽量保证40 g以上，每个切

块2~3个芽眼，切好的薯块可用甲霜灵锰锌、四霉

素和滑石粉混合拌种，并在阳光下摊开晾晒1~2 d，
去除多余水分使切口干燥备用。整薯和切块需分开

播种。大理白族自治州小春季干旱少雨，种薯切块

太小容易干瘪老化，影响出苗，尽量选择中小薯整

薯播种。

2.2.2 整地及开沟

洱海流域坝区的耕地大部分都是耕层深厚、土

壤疏松的沙壤土或壤土，很多地方可免耕种植，平

整地块后直接开沟，黏性重的土壤则仍需要深耕细

耙后再开沟。栽培方式以平播后起垄栽培为首选，

行距约 80 cm，株距约 20 cm。洱海流域小春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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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少雨，播种沟深应为15 cm左右，深播可保温耐

旱，有利于齐苗保苗；秋作雨水较多，播种沟深5~
10 cm，浅播可避免积水烂薯，为防止农田积水还

需在田块四周挖排水沟。

2.2.3 播种及覆膜

播种沟内均匀放置防治地老虎、蛴螬、红蚂

蚁等地下害虫的药剂，洱海流域不可使用国家明

令禁止的农药及混剂，限制使用中等毒性以上的

农药及混剂，推荐使用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及其

混剂，常用辛硫磷防治地下害虫。撒播足量底

肥，以底肥为主、追肥为辅，洱海流域坝区马铃

薯底肥主要为有机肥。盖薄土后摆放薯块，切块

种植时薯块切面朝下、芽眼朝上，之后覆土并起

垄，垄高25 cm左右，小春季起高垄，有利于保温

耐旱，起垄后及时覆膜，防止土壤翻挖后水分快

速蒸发，顺垄覆盖一层黑膜，拉平后用土压实四

周。秋马铃薯生长期间雨水较多，起垄时垄高25 cm
左右，一般不需覆膜。

2.3 田间管理

2.3.1 破膜放苗

播种 25~30 d，马铃薯开始萌动并陆续出苗，

这时需经常检查出苗情况。可于每天早上查苗，

发现有小苗顶膜则破膜放苗，以免膜内高温灼伤

小苗。破膜范围不宜太大，将小苗全部拉出并保

证后期不卡苗即可。

2.3.2 水分管理

马铃薯生长期间可根据土壤水分及降雨情况

进行给水，正常情况给水2~3次，出苗期一次，有助

于苗齐苗壮，现蕾期一次，有助于块茎膨大。最好

给小水慢慢浸透，切忌大水漫灌，尤其长时间干水后

浇大水，容易发生疮痂病和粉痂病。植株封行后可

将垄沟内薄膜间隔破开小洞，便于下雨或灌溉时

水流下渗，遇上雨水较多田内积水时，要及时排

水，必要时可去除薄膜帮助土壤水分快速蒸发。

2.3.3 培土及施肥

马铃薯是高钾作物，生长期间以吸收钾素最

多，氮素次之，磷素最少 [8]。马铃薯幼苗期以氮、

钾吸收较多，磷较少；块茎形成至膨大期吸收钾

最多；生长后期以氮、磷较多，钾较少[9]。可以选

择氮、磷、钾比例相同或钾肥比例相对较高的有

机肥、叶面肥、液态肥作为马铃薯底肥和苗肥。

基肥为主，追肥为辅。小春马铃薯地膜覆盖后不

方便培土，可于封行后、现蕾期各喷施一次叶面

肥，或者沿植株根部四周浇施液态肥。秋马铃薯

不覆膜，生长期间可进行1~2次培土，齐苗后结合

追肥松土进行一次浅培土，现蕾期再进行一次深

培土，或于封行期结合追肥仅进行一次深培土。

2.3.4 病虫害防治

小春马铃薯主要防治病害为早疫病，可于封

行后喷施代森锰锌、百菌清等药剂防治，并加入

适量叶面肥。秋马铃薯主要防治晚疫病，可于封

行后喷施代森锰锌、百菌清等药剂预防，发病后

用甲霜灵锰锌和氟菌·霜霉威交替喷施，隔 7~10 d
喷一次，连续防治2~4次。小春马铃薯生长期间虫

害较重，主要为蚜虫、红蜘蛛和块茎蛾，尤其要

重视马铃薯块茎蛾的防治，特别是马铃薯生长后

期，块茎容易被块茎蛾咬食侵害，严重影响马铃

薯品质及商品性，所以小春季要起高垄，发现露

出土面或离土面较近的块茎要及时覆土，天气较

干旱、虫口密度较大难于杀灭时，需提早收挖。

同时，可在田间布置粘虫板、杀虫灯、性诱剂等

杀虫设备，并结合生物农药和农药增效施用等技

术进行虫害防控。

2.4 适时收获

植株落黄时收获。选择晴天或多云天气进行

收挖，切忌雨天收挖，马铃薯块茎淋雨后极易产

生大量烂薯。如遇阳光较好晴天，应将挖出的块

茎及时装箱搬运至阴凉处，或用篷布遮挡，以免

阳光晒伤块茎引起烂薯现象。如用机械设备收

挖，注意合理调试设备，既要防止漏薯，又要避

免收挖过程中使块茎受伤。分拣块茎时需挑出受

伤块茎，以免混装后受伤块茎腐烂引起大量烂薯

发生。收获完毕，废弃的农田地膜应集中存放，

并响应政府号召统一处置。

3 存在问题及建议

3.1 马铃薯品种急需替换

大理白族自治州小春和秋马铃薯大面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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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较少且单一，主要是菜用品种‘丽薯 6号’和

‘青薯9号’，已种植多年，既缺乏菜用新品种的加

入和替换，更缺少薯片、薯条和淀粉加工型优良新

品种，且小春和秋马铃薯生育期偏长，对提高复种

指数和土地利用率有一定影响，缺乏生育期短、块

茎膨大早的中早熟、中熟品种。大理白族自治州小

春和秋马铃薯种植急需提高品种的整体多样性，相

关部门应加大本地选育及外引马铃薯新品种的试验

示范及推广力度，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优良新品种应

用生产、实现新一轮品种更替提供积极指导。

3.2 种薯质量把控不严

近年来，随着脱毒种薯的推广应用，薯农使用

脱毒种薯意识增强，大理白族自治州马铃薯生产用

种质量明显提高，马铃薯生产产量和质量整体得到

提升。但目前生产上应用的小春和秋马铃薯种薯还

存在来源不明、级别不清、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

应加强对种薯生产整体监管力度，对种薯生产关键

技术、生产种薯级别划分、种薯来源追溯及种薯市

场运营秩序等环节做到有的放矢、监管到位，积极

提升种薯质量。

3.3 加强信息平台建设

马铃薯与水稻、玉米等传统农作物相比，经济

效益较显著。但近年来马铃薯商品薯市场存在销售

价格年度和季度间波动较大等现象，究其原因，主

要是薯农对云南省内外市场供求信息重视不够或把

握不准确，种植马铃薯存在一定跟风现象，供过于

求、供不应求情况交替出现，生产的不平衡导致了

市场的不稳定，价格的大幅波动也引起了薯农收益

的不稳定。专业信息平台建设可起到一定指导作

用，能规避风险，减少马铃薯生产和销售的盲目

性，可将云南省内外马铃薯生产和市场情况，以及

本地马铃薯种植面积、品种结构、气候因素及病虫

害防治等信息纳入其中，并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实

时预警，对马铃薯生产进行宏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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