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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high-yielding cultiv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fully realize the yield potential of potato. The record
high yield of potato under single cropping and intercropping conditions was 73 965 kg/ha (2008, Wanyuan) and 87 900 kg/ha
(2010, Wanyuan),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analyses on the practice of super-high-yielding cultiv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low and unstable yield of spring potato were impurity varieties, low quality of seed potato, flat-tillage and
low standing, less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nd improper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potato late blight.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technical measures of super-high-yielding cultivation in spring potato such as adopting the varieties with disease resistance
and super-high-yielding, establishing the environment of soil and nutrition for super-high-yielding, constructing the population
with high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population stress resistance. Besides, the available technical measures for
super-high-yielding cultivation in spring potato are planting with ridge tillage, film mulching, increasing plant density, applying
more organic fertilizer, applying the fertilizer earlier to promote the seedlings, applying attached potassium,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promoting, regulating and controlling". Therefore, super-high-yielding cultivation of spring
potato needs precise and quantitativ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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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产创建是充分挖掘马铃薯单产潜力的有效途径。四川省春马铃薯净作和套作超高产纪录分别为
73 965 kg/hm2（2008年，万源市）和 87 900 kg/hm2（2010年，万源市）。本文通过分析超高产创建的经验，认为品种
混杂、种薯质量低、平作稀窝、施肥水平低、晚疫病防治措施不当等是春马铃薯单产低而不稳的主要原因。提出选
用抗病超高产型品种、创造超高产的土壤与营养环境、构建高光效群体、提高田间群体抗逆性等超高产栽培技术途
径。建议采用摆播垄作覆膜、增大密度、重施有机肥、早施提苗肥、增施钾肥、“促调控”综合管理等春马铃薯超高
产栽培技术措施。并提出春马铃薯要稳定实现超高产栽培必须走精确定量栽培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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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马铃薯主要分布在盆周山区、川西南山

地区和部分丘陵地区。按种植季节分为春马铃薯、
秋马铃薯和冬马铃薯。其中，以春马铃薯种植面

较大，产量较高[1]。据四川省农业厅统计，2011年

四川马铃薯种植面积 76.02 万 hm2，总产 1 445万t，
种植面积居全国第四位，总产居全国第一位。

开展马铃薯超高产创建是充分挖掘马铃薯单产

潜力的有效途径，是农业科技推广的有效载体 [2-4]。
四川省从 2008 年起在全省开展马铃薯超高产创建

活动。其中，万源市 2008 年春马铃薯超高产创建

净作 6.67 hm2（百亩示范片）平均单产 69 855 kg/hm2，

单个田块最高产达 73 965 kg/hm2；2010 年春马铃

薯超高产创建马铃薯/玉米6.67 hm2（百亩示范片）

平均单产 75 360 kg/hm2，单个田块最高产达到了

87 900 kg/hm2，分别创四川省春马铃薯净作和套作

最高单产纪录。及时总结该市春马铃薯超高产创

建的经验，寻找马铃薯生产潜力发挥的限制因素，

对全面提升四川马铃薯产量水平和生产效率，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1 春马铃薯大面积单产低而不稳的主要原因

1.1 品种混杂，退化严重，种薯质量低

万源市目前大面积生产中应用的品种主要为

米拉、本地地方品种白心洋芋等，由于农民长期

自留种，造成马铃薯品种退化、混杂、带病毒，

产量降低。同时，近年来从外地引进的大西洋、
中薯 3 号、费乌瑞它、早大白等品种抗晚疫病性

较差，晚疫病发生较重，常造成大面积减产。
尽管万源市已建立马铃薯脱毒种薯一级生产

种生产基地 666.7 hm2，年生产一级种 10 000 t 以

上，且每年依靠国家项目支撑，目前每年有脱毒种

薯 8 000 t 左右，可满足 5 000 hm2 生产用种，仅占

全市 16 000 hm2 种植面积的 30%左右，不足部分一

般采用商品小薯做种薯。另一方面，市内生产的脱

毒种薯从 6 月底收获到次年 1 月底播种，要储藏 6
个月，而当地种薯储藏条件较差，表现出烂薯严重，

种薯损失率在 20%以上；且种薯生理年龄老化，缺

窝严重，出苗较差，难以获得高产。
1.2 平作稀窝，群体构建不合理

万源市马铃薯主要种植模式为马铃薯/玉米，

由于万源市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劳动力缺乏，加

之耕地坡度大，石块多，土壤粘重，不利于耕

作，故马铃薯以稀大行（窝）平作带植为主，约占

马铃薯总种植面积的 50%左右。其中，单行稀大

窝（30 000窝/hm2）约占总面积的 20%，平均单产为

22 500～24 000 kg/hm2。双行稀大窝（39 000 窝/hm2）

约占总面积的 30%，平均单产为 27 000 kg/hm2。其

具体种植方式为：1 m 开厢，种植 1 行或 2 行马铃

薯间1 行或 2 行玉米，马铃薯窝距 30～40 cm，每窝

播种2 粒整薯，每窝出苗 6～15 茎，公顷出18～30 万

茎。
该种植方式的缺点为：（1）挖窝平作栽培，土

壤粘重，通透性差，不利于薯块膨大；（2）平作土

壤坚实，不利于蓄水和排水，易旱易涝，影响马铃

薯生长和容易烂薯；（3）单行稀大窝种植，行、窝

间距过大，土地利用率较低，窝内群体大，个体

弱，地上部植株拥挤、互相荫蔽，地下部水肥竞争

激烈。若遇到阴雨寡照易发生徒长，在暴风雨时易

发生倒伏。（4）不合理的群体构建导致小薯数量多，

商品率低。万源市大面积马铃薯单窝平均结薯 8～
18 个，单窝鲜薯重 0.5～0.75 kg。其中，按质量百

分比计算，50 g 以上的大薯占 30%～40%，30～50 g
的 中 薯 占 30%～40%；30 g 以 下 的 小 薯 占20%～
40%，小薯所占比例大，商品薯率低。
1.3 施肥水平低，肥料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森林防火的需要

及农村能源结构的改变，草木灰施用量为 4 500 kg/
hm2 以下，有机肥施用量为 15 000 kg/hm2 以下，施

用量显著减少。由于马铃薯是喜钾作物，其氮磷

钾需求比例为 1 : 0.5 : 2，但生产中适合马铃薯生

产的专用复合肥推广较少，农民大量施用的复合

肥中氮肥含量偏高，钾肥含量偏低，不利于马铃

薯薯块生长。
1.4 病虫害严重，防治措施不当，效果差

由于万源市大面积生产中马铃薯抗晚疫病品种

少，抗病品种推广面积小，缺乏晚疫病预测预报系

统，且晚疫病防治对路药剂少，成本高，药效持续

期短，防治时间紧，施药技术要求高，造成晚疫病

经常大面积发生，产量损失巨大。

2 春马铃薯超高产栽培技术途经

2.1 选用优质抗病超高产型品种

在新品种方面，按照引进、试验、示范、繁育

和推广的程序推广新品种；加强品种管理和市场监

278



· ·

管准入制度，建立“过时品种”退出机制。在种薯质

量方面，通过建立优良品种脱毒种薯的“原原种、
原种、一级种”三级种薯体系，加强标准化脱毒种

薯生产基地建设，实行种薯的精选、分级、包装和

安全储藏，在播种时种薯已达到生理成熟期，是实

现马铃薯超高产栽培的首要技术途径。
2.2 创造利于超高产的土壤与营养环境

根据马铃薯主要收获块茎和喜钾、对水分敏

感的特性，创造利于超高产的土壤与营养环境，

是实现马铃薯超高产的重要条件。在土壤环境方

面，主要是通过改“窝播平作”为“沟播垄作”，沟

内重施有机肥，来增加结薯区域土壤的通透性和

整个田块的蓄水排水性能。在营养方面，主要是

通过基肥中适量施用复合肥来保证氮磷钾的平衡

供给，重施有机肥来增加微量元素的供应，在现

蕾初期通过叶面补施磷钾肥来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和光合产物的运

输。
2.3 构建资源利用率高的高光效群体

在多年的高产实践中，在群体结构方面，选用

株型紧凑、抗倒、抗病、结薯性好、产量潜力高的

耐密型品种，进行缩小行距和窝距、增加窝数、减

小单窝茎数的高密度栽培方式，创建“苗匀、苗齐、
苗壮”的超高产群体。在群体调控方面，一是当群

体即将封行时，立即喷施植物生长控制剂（多效

唑），控制分枝徒长，减少养分消耗，防止阴蔽，

延长功能叶片的高光效持续时间；二是在现蕾初期

根据苗情，补施磷钾肥（叶面喷施硝酸钾 30 kg/hm2

或磷酸二氢钾 15 kg/hm2），促进植株健壮生长，促

进光合作用和光合产物的运输。
2.4 提高田间群体的抗逆性

春马铃薯生育期间，低温、干旱、阴雨、病

害等逆境相继出现或同时发生，时刻威胁着马铃

薯超高产生产。通过沟播垄作、合理密植、喷施

磷钾肥和生长抑制剂、采用抗病品种及综合防治

病虫害等措施来提高马铃薯群体的抗旱、抗涝、
抗寒、抗倒和抗病性能，是实现春马铃薯超高产

的重要技术途径。

3 春马铃薯超高产栽培的技术措施

3.1 选地与整地

马铃薯地下结薯，肥水需要量大，病害多，

忌连作，应选土壤深厚、疏松、肥沃的区域种植，

宜与禾谷类、豆类、纤维作物轮换种植。超高产

创建全部采用起垄栽培，播前做到深耕细耙，深

翻 25 cm 以上，整细耙平，去除石块，开厢起垄，

理好排水沟。
3.2 选用优质种薯

选用适合万源市生态条件、生育期较长、抗

逆性强的高产品种，如秦芋 30、陇薯 3 号、会-2、
坝薯 10 号、费乌瑞它、大西洋、鄂薯 5 号等。

着重选用 200～500 g 的优质一级脱毒种薯进行

切块作种，每个切块 50 g 左右，保证每块 2 个芽

眼以上或带 2 个粗壮短芽（芽长 0.5 cm 左右）。
种薯消毒：调入种薯后，用 1 mg/kg 高锰酸钾

溶液浸种 10～15 min 消毒，然后分散储藏。各农户

将种薯置于室内干燥、通风处均匀摊开。
切薯：150 g 以上的大薯，从中部横切，顶端

部分纵切为 2～4 块，脐部切 2～3 块。100 g 左右的

种薯，横、纵 2 刀即分 4 块。切块要求30～50 g，

有2 个以上芽眼。30～50 g 的种薯可整薯播种。每

切 2～4 个种薯就要用高锰酸钾药液或酒精对切刀

消毒。种薯切块后用 0.2%多菌灵或百菌清药液喷

射消毒，喷湿即可。也可用草木灰涂切口，防止

薯块腐烂和预防晚疫病发生。消毒后的切块晾干

后催芽。
播前催芽：在室内干燥、通风处进行催芽。将

切好的薯块密集平铺于地面，然后盖上湿河沙 3 cm
厚。在河沙上密集铺放薯块，再在其上铺盖上河

沙，约 3～4 层为宜。保持在 20℃左右的最适温度

和经常湿润的状态下，种薯经 10 d 左右即可萌芽。
催芽时，种薯用 2～20 mg/L 赤霉素液或 0.1%～0.2%
高锰酸钾液浸种 10～15 min 或用 0.1%～0.3%硫脲浸

种 20 min，均可提高催芽效果。
3.3 摆播垄作覆膜，增大密度

净作密度：根据品种特性，对费乌瑞它、秦芋

30、大西洋等中早熟品种，70 cm 开厢，厢内开沟

摆播，沟宽 20 cm，沟深 10～15 cm。沟内摆 2 行，

行距、株距均为 20 cm，起垄覆土 5 cm 左右，密

度 14.25 万株/hm2。
对会-2、鄂薯 5 号、陇薯 3 号等中晚熟品种，

75～80 cm 开厢，厢内开沟摆播，沟宽 25 cm，沟深

10～15 cm。沟内摆 2 行，行距、株距均为 25 cm，

起垄覆土 5 cm 左右，密度 9.0～10.5 万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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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植密度：2 m 开厢，厢内 1 m 宽开 2 个沟，

沟间距 40 cm，每沟摆 2 行，行距为 20 cm，中早

熟品种株距 20 cm，中晚熟品种株距 25 cm，起垄

覆土 5 cm 左右，密度8.25～9.75 万株/hm2。
起垄覆膜：垄高 20 cm，苗齐后揭膜。
适时播种：海拔 800 m 以下地区 1 月 20 日至

2 月初播完；海拔 800～1 000 m 地区 1 月底至 2 月

中旬前播完；1 000 m 以上地区 2 月底前播完。
3.4 重施有机肥，早施提苗肥，增施钾肥

基肥：净作沟施有机肥 45 000 kg/hm2 以上，

氮磷钾各占 15%的复合肥 2 250 kg/hm2；带植沟施

有机肥 30 000 kg/hm2 以上，氮磷钾各占 15%的复

合肥 1 500 kg/hm2。种、肥分离。
追肥：在苗出土 10 cm 左右结合第一次中耕，

用硝酸钾 150 kg/hm2，兑水（或清粪水）15 000 kg/hm2

窝施提苗；在现蕾初期根据苗情，喷施硝酸钾

（30 kg/hm2，兑水 900 kg/hm2）或磷酸二氢钾（15 kg/
hm2，兑水 900 kg/hm2），促进植株健壮生长，使养

分更好地向地下转运。
3.5 适时中耕培土

马铃薯出齐后，要及时进行查苗，补苗。
第一次中耕在齐苗期（苗高 10 cm 左右），及

时中耕、除草、培土。第二次中耕在封行前（苗高

25 cm 左右），中耕深培土 5 cm 左右，以抗旱除

草、增厚土层、增加单株结薯数。
3.6 加强病虫草害综合防治

种薯切块后进行药剂拌种。播种时结合施肥防

治地下害虫（蛴螬），结合中耕及时拔除病株。
加强晚疫病防治。在苗高 15 cm 左右（4 月下

旬）开始使用保护剂，用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3 kg/hm2 兑水进行预防。在 5 月上旬至 6 月上旬，

每隔 7～10 d 交替使用银法利、瑞凡、福帅得进行

防治，减少抗药性，确保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3.7 促调控综合管理

促：在 4 月上中旬，当出苗达到了 90%以上

时，开始揭膜，用硝酸钾 150 kg/hm2，兑水（或清

粪水）15 000 kg/hm2 窝施提苗，促使薯苗快速生长，

尽快达到较高的生物学群体。
调：齐苗后，每窝留 2～3 株健壮苗，拔除多

余病弱苗，及时中耕除草、调节土壤水分，保墒抗

旱。在现蕾初期根据苗情，喷施硝酸钾（30 kg/hm2，

兑水 900 kg/hm2）或磷酸二氢钾（15 kg/hm2，兑水

900 kg/hm2），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控：在群体即将封行或初花期，用多效 唑

0.75 kg/hm2，兑水 900 kg/hm2 叶面喷施，控制分枝

徒长，减少养分消耗，防止阴蔽，延长功能叶片的

高光效持续时间。在盛花期，用膨大素 0.45 kg/hm2，

兑水 900 kg/hm2 叶面喷施，促进植株生长，提高光

合作用效率，加快营养传输，促进块茎膨大。
3.8 适时采收

当马铃薯植株生长停止，茎叶大部分枯黄时，

块茎很容易与匍匐茎分离，周皮变硬，比重增加，

干物质含量达最高限度，即为食用块茎的最适收获

期，作种薯应提前 5～7 d 收获，以减轻生长后期高

温的不利影响，提高种性。

4 春马铃薯超高产栽培研究展望

春马铃薯要稳定实现超高产栽培必须走精确定

量栽培的路子，其主要原因有：（1）春马铃薯的超高

产生产对栽培技术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一项栽培措

施都必须精确定量，过与不及都不能或难以实现超

高产；（2）从本文总结的春马铃薯超高产创建技术措

施与经验看，其生长发育的前、中、后期均是一环

套一环的，前面的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则不可逆转，

这就要求每一生育阶段的栽培措施能够做到尽可能

完美地与生长发育的需要相配套。而要走好这条路，

首要前提是精确定量确定超高产栽培指标。就笔者

总结多年实践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栽培方式下的不

同品种，其超高产生长发育指标与调控技术指标是

不尽相同的。因此，还必须因地因种因栽培方式制

定本土化的超高产系统实用指标与技术规范。当然，

即使超高产栽培的各项指标都设计好了，生产上还

是会出现一些变化情况。因此，还必须因天因苗等

作出较准确的调整，以促使春马铃薯群体按超高产

轨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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