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固原市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2008 年种植面积达到了 15.65 万 hm2。随着种植面

积的扩大，马铃薯产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马铃薯

产业的发展为固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但是，由于马铃薯鲜薯销售及其加工产品

市场价位的大幅度提升，连作面积逐年加大。马铃

薯的连作减产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市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主要因素之一。
分析我市马铃薯连作的原因，一是马铃薯种植

面积逐年扩大，其他作物面积减少，必然造成马铃

薯连作面积的扩大；二是由于近几年马铃薯经济效

益好，在农民收入中占较大份额（2006 年在遭受严

重干旱的情况下，全市马铃薯生产人均纯收入仍达

到 240 元），农民自发地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势

必造成马铃薯连作面积加大。

1 马铃薯连作减产的原因分析

1.1 连作面积大导致投入减少，耕作管理粗放

由于连作使马铃薯种植面积加大，多数农户由

于劳动力有限，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中耕培

土、锄草、喷药等必要的农事活动，在种植、田间

管理、收获等生产环节中难免出现单位面积投入减

少、耕作粗放、疏于管理等问题，其结果必然造成

马铃薯减产减收。
1.2 连作导致农田肥力下降，养分失衡

马铃薯是喜肥高产作物，根据土壤养分化验结

果，确定的施肥标准为：每 667 m2 纯氮 13.3 kg，

纯磷 11.1 kg。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在 667 m2 施

优质腐熟农家肥 3 000 kg 的基础上，施磷酸二铵 24

kg，尿素 5 kg，现蕾前结合中耕培土追施尿素 10 kg
或施碳铵 50 kg，普磷 90 kg，追施尿素 10 kg。随着

马铃薯连作面积的增大，多数农户没有充裕的资金

投入相应的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家肥的投入

也不多，有的农户几乎不施用农家肥。据西吉县农

技推广中心 2006 年马铃薯施肥现状调查：全县平均

667 m2 施农家肥 1 325 kg，纯氮 12.5 kg，五氧化二

磷 4.6 kg。由此可以看出，当前，马铃薯施肥方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一是施肥总量普遍偏低；

二是重氮轻磷不施钾，肥料配比不合理；三是有机

肥平均用量小，偏远丘陵山地基本不施农家肥，只

施化肥。
1.3 连作导致土壤失水

马铃薯是需水较多的作物，蒸腾系数为 400~
600，即每形成 1 kg 干物质，消耗 400~600 kg 水。
马铃薯块茎含水量 75%~80%，地上部植株含水量

70%~90%，维持自身正常生理活动所需水分比谷类

作物要高得多，同时，收获时从土壤中带走的水分

也比谷类作物多。如果按每 667 m2 生产块茎 1 000
kg 计算，生物产量约为 2 000 kg，其中，块茎干物

质重为 200 kg，植株干物质重约 200 kg，合计干物

质重每 667 m2 为 400 kg，水分为 1 600 kg。根据平

均蒸腾系数500 计，每 667 m2 需耗水 200 t，相当于

全生育期集中降水 300 mm。这一需水量还不包括地

面蒸发。仅地上部和块茎每 667 m2 就要从土壤中带

走水分 1 600 kg。从以上推算可以断定，在同一降

雨条件下，与谷类茬作物比较，马铃薯茬的土壤水

分是比较低的。马铃薯连作，不仅有土壤养分短缺

和失衡问题，还存在土壤水分难以得到恢复和短缺

的问题。
1.4 连作导致土传病害连年加重

随着连作周期的延长，马铃薯早疫病、黑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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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枯病、疮痂病、癌肿病、线虫等土传性病害逐年

加重，对我市马铃薯生产造成很大威胁。2006 年

西吉县马铃薯早疫病属中偏重发生，全市发生面积

10 万 hm2，损失鲜薯 1 466 万 kg；2007 年由于前

期干旱，属中偏轻至中发生，发生面积 11.5 万

hm2，损失鲜薯 1 158 万 kg。

2 应采取的措施

2.1 组织措施

按照“稳定面积，主攻单产，优化品种，增加

总产，改善品质，提高效益”的发展思路，在稳定

面积的基础上，以实施大面积抗旱高产示范工程为

抓手，以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改善品质、提高效

益为目标，以实现强化技术推广力度，创新推广机

制，增加投入为保障，以提高“五化”（种薯脱毒化、
品种专用化、布局区域化、轮作制度化、种植标准

化）水平，抓好“种、肥、水”三项关键性增产措施

为重点，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
（1）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因地制宜做好马铃薯轮作倒茬工作，引导马

铃薯生产健康发展，确保马铃薯产业安全运行。
（2）注重宣传引导：各县（区）在开展马铃薯轮

作示范、技术培训的同时，要充分利用电视、报纸

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引导，不仅要让农民群众真正

了解马铃薯生产的轮作制度，使其变成农民的自觉

行动，而且要让全社会普遍关注马铃薯生产，努力

营造合力推动马铃薯轮作制度化的良好氛围。
（3）加强技术培训：在充分认识轮作倒茬必要

性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民，尤其是马铃薯种植大户

的技术培训，使其真正掌握马铃薯增产增收的技术

要领。
2.2 技术措施

（1）建立合理的马铃薯轮作制度：根据马铃薯的

生物学特性和对轮作的要求，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以

占耕地面积的 1/3 为宜，目前我市有农耕地 39 万

hm2，今后我市的种植业结构调整中，马铃薯种植面

积应稳定在 13 万 hm2。根据作物生长发育对前茬的

要求及种植结构现状，今后我市种植业结构合理的

轮作方式应该是在 8 万 hm2 小麦、3.33 万 hm2 玉米

和 2 万 hm2 禾草收获后，下年种植 13.33 万 hm2 马

铃薯，马铃薯收获后下年种植 5.33 万 hm2 小杂粮、
1.33 万 hm2 瓜菜、3.33 万 hm2 油料、0.67 万 hm2 中

药材和 0.67 万 hm2 特色种苗。这样就形成了小麦、
玉米、禾草→马铃薯→小杂粮、瓜菜、油料、中药

材、特色种苗→小麦、玉米、禾草的三年轮作循环

系统，也是我市今后种植业比较合理的轮作方式。
（2）合理种植结构，优化品种布局：按照阴湿冷

凉地区培育晚熟外销商品薯基地，热量高值区水浇

地和扬黄灌区发展早熟菜用商品薯和薯条、薯片用

薯基地，半干旱黄土丘陵地区建立淀粉加工薯原料

基地的原则和因地制宜、适地适种、效益最大化的

原则，实施区域化布局，建立抗旱高产示范基地。
①建立以半干旱、半阴湿区为主的淀粉加工型

基地 8 万 hm2。其中原州区 2.13 万 hm2，西吉县 4
万 hm2，隆德县 0.53 万 hm2，彭阳县 1.33 万 hm2。
主栽品种以晋薯 7 号、宁薯 8 号、内薯 7 号、陇

薯 3 号、宁薯 4 号等为主。
②建立以阴湿区为主的晚熟优质菜用薯基地 3.8

万 hm2。其中原州区 0.8 万 hm2， 西 吉 县 1.93 万

hm2，隆德县 0.4 万 hm2，彭阳县 0.47 万 hm2，泾源

县 0.2 万 hm2。主栽品种以青薯 168、中心 24 号、
宁薯 4 号等为主。

③建立以原州区清水河河谷川道区、西吉水浇

地为主的优质早熟菜用性基地 0.2 万 hm2。其中原

州区 0.13 万 hm2，西吉 0.07 万 hm2。主栽品种为

大西洋、夏坡蒂、荷兰 7 号、克新 1 号。
④建立种薯繁育基地 1.33 万 hm2。其中原州区

0.27 万 hm2，西吉县 0.67 万 hm2，隆德县 0.13 万

hm2，彭阳县 0.2 万 hm2，泾源县 0.07 万 hm2。
（3）加强土传病害的综合防治：根据马铃薯土

传病害的侵染途径和发生特点，进行土传病害的综

合防治。
①农业防治：选用抗耐病品种，坚持应用脱毒

种薯；合理轮作倒茬，实行三年以上的轮作，避免

与茄科作物连作和对茬；合理施肥，增施充分腐熟

的有机肥；加强中耕除草，清洁田园，降低病源数

量；发现中心病株及时拔除。
②药剂防治：田间发现病株时，早疫病可采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64%杀毒矾可湿

性粉剂 500 倍液或 25%科惠、安泰生等药剂喷防，

每隔 7~10 d 喷一次，连续 2~3 次；黑胫病采用

72%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4 000 倍液或新植霉素

4 000~5 000 倍液喷防，每隔 7~10 d 喷 1 次，连续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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