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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天水市的三大农作物之一，种植历史

悠久，由于其具有产量高、适应范围广、生育期变

幅大等特点，已成为集粮、菜、经、饲于一体的兼

用型作物。
近年来，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及马铃薯加工业

的发展，比较效益不断提高，加之各级政府扶持引

导力度不断加大，面积和产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1 天水市马铃薯生产现状

天水市马铃薯播种面积由 2000 年 5.2 万 hm2 发

展到 2009 年 6.8 万 hm2，扩大了 30.8%。单产由

2000年每公顷 9 079.5 kg 提高到 2009 年 15 525.0 kg，
增加了 71.7%；总产由 2000 年的 47.2 万 t 增加到

2009 年的 98.6 万 t，增长了 108.9%。和以往相比，

近年来天水市马铃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1.1 品种更新速度加快，丰产栽培技术广泛应用

全市先后引进选育、示范推广了庄薯 3 号、天

薯 5 号、天薯 9 号、陇薯 3 号等新品种，使马铃薯

良种普及率迅速提高，至2008 年良种普及率达

94.0%，脱毒种薯应，用面积约占马铃薯总播种面积

的 25.0%。同时通过大力推广地膜覆盖、整薯播种、
双行垄作、平衡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一系列高

产栽培技术，使马铃薯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1.2 区域布局日趋合理，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

随着马铃薯产业的不断发展，已形成了川塬浅

山春、夏栽培区，干旱山地春播栽培区，二阴山地

春播栽培区和高寒阴湿山区春播栽培区四个不同的

种植区域，早、中熟马铃薯主要为菜用型，晚熟马

铃薯主要为淀粉加工型。目前天水市生产的马铃薯

鲜薯 30% 供应当地市场，10% 留种，20% 粗加工，

40% 销往外地，改变了过去主要就地消化的现状，

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
1.3 加工增值初见成效

截止 2008 年，全市共有马铃薯加工企业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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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多年的试验研究和实践探索，掌握了天水市马铃薯晚疫病、环腐病等重大病害的发生流行及危害情

况，总结出了推广运用抗病良种、严格精选种薯、选用无病小种薯整薯播种、改进栽培方式等农业措施和化学防治相结

合的一套较为规范的马铃薯重大病害综合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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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加工产品主要以淀粉、粉条、粉皮为主，新建

2 万t 精淀粉加工企业 1 家；马铃薯加工企业从业人

员 3 000 多人，总产值 1.97 亿元，利润 1 485 万元[1]。
天水市马铃薯生产上仍然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除种薯生产繁育体系不健全，深加工滞后，抗御干

旱、雨涝等自然灾害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等因

素外，晚疫病、环腐病等重大病害的发生危害仍是

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因此，建立科学的综合防

治技术体系，有效控制重大病害流行危害，已成为

促进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 重大病害发生情况及综防措施

天水市马铃薯生产上病害种类繁多，其中最主

要的是晚疫病和环腐病，在全市各马铃薯种植区域

均有发生，危害严重，且近年来呈加重趋势，直接

影响着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提高，2 种病害年累计

发生面积 6.3 万 hm2 次左右（其中晚疫病 4 万 hm2、
环腐病 2.3 万 hm2），减产达 15％～20％，病害大流

行年份可造成大面积绝收，全市年因病害造成马铃

薯减产损失 8 万t 左右，经济损失约 4 000 万元。
为了有效控制马铃薯重大病害流行危害，促进

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和

实践探索，总结出了一套较为规范的马铃薯重大病

害综合防治技术。
2.1 农业防治

（1）选择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地势平坦，耕作

层较厚，土质疏松的壤土地块作为良种繁育田，良

种繁育田与马铃薯种植大田相距 2.5 km 以上。要因

地制宜地引进、调运、推广良种。目前天水市可大

面积推广的抗、耐病品种有：庄薯 3 号、ZY-168、
陇薯 5 号、陇薯 7 号、陇薯 6 号等。

（2）严格淘汰病薯、劣薯，分类入窖，出窖再

精细检查挑选健薯，提高品种纯度及原有的优良

种性，降低种薯带菌率。采用夏播留种和高山留

种技术，获取大田所需的优质小种薯，进行小整

薯播种。以解决切薯传病问题，同时为小苗提供丰

富的种子营养，促进苗壮、苗齐，增强抗病能力。
（3）天水市海拨 1 500 m 以上的二阴山区和高寒

阴湿山区，可适当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干旱山区

应适当压缩面积，川塬浅山区要大力发展夏播复种

马铃薯。马铃薯属不宜重茬种植，要与小麦、玉米

等作物合理轮作倒茬，减轻病害危害程度。

（4）马铃薯性喜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的土壤，

土壤疏松就能增强通气性能，蓄积雨水，有利于微

生物对有机质的分解。要适期中耕培土，消灭杂草，

提高地力。马铃薯需肥量大，特别需钾更多，应有

机肥、无机肥配合，以有机肥为主；底肥、追肥结

合，以底肥为主。在施肥方法上要集中富施，分次

追施，使较少的肥料发挥更大的作用。
（5）马铃薯达到完全成熟期，应及时收获。晚熟

品种和夏播马铃薯可在枯霜期收获。留种田要认真

选择健株，彻底清除病株，收获时避免碰破种皮，收

获后不能立即入窖，需在通风阴凉处晾干，认真淘

汰病、烂薯。种薯要单藏，冬季要封好窖口防冻，

确保翌年种薯质量。
2.2 化学防治

（1）加强监测，及时发布病害情报：在马铃薯

生长期间要加强对病害发生动态的监测，结合感病

品种种植比例、种薯带菌量、以及 7～9 月份的气

象预报等综合因素，做出病害发生中、长期预报，

及时发布情报。
（2）做好切刀消毒和药剂浸种：在下种切薯块

时，用 75%酒精、40% 甲醛或 0.1%的高锰酸钾进

行切刀消毒，降低病菌交叉侵染。同时，选用

50%的甲基托布津、0.1% 的高锰酸钾或 50 mg·kg-1

的硫酸铜浸泡薯种 5～10 min，以减少初侵染源[2]。
（3）制定防治预案，科学指导大田防治：结合

病虫情报，及时制定防治预案，指导大田防治。当

田间出现中心病株时，立即连根和薯块全部挖出，

带出田外深埋（深度 1 m 以上），病穴撒石灰消毒，对

病株周围 30～50 m 范围内喷施 72%克露可湿性粉

剂 600 倍液进行封锁控制，隔 10 d 再喷 1 次。当

病害开始扩散时，用 687.5 g·L-1 银法利悬浮剂、
68% 金雷水分散粒剂、68.75% 易保水分散粒剂、
72% 克露可湿性粉剂、 70% 安泰生可湿性粉剂等

进行大田喷施防治，交替使用，每隔 7～10 d 喷 1 次，

连续喷 2～3 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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