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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高淀粉马铃薯品种庄薯 �号丰产栽培技术

巩永平
，

王国平
，

张天佑

�甘肃省甘谷县农牧局
，

甘肃 甘谷 ������

庄薯 �号是甘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马

铃薯研究中心 ����年从庄浪县农业技术中心引

进的新品种
，

其原代号为 ��一�� 一�� 一�
，

组合为

����一���陇薯 �号 ��青 ��一�一�
，
�����年 �月经

天水市科技局技术鉴定
。
���� 年在甘谷县引人示

收稿日期
�
��洲巧一��一��

作者简介
�

巩永平�����
一 �

，

女
，

农艺师
，

主要从事马铃薯品

种引进
、

试验及示范推广工作
。

范种植
。

该品种株型直立
，

枝体繁茂
，

株高��
��

左右
，

叶色深绿
，

花浅紫
，

单株结薯�一�个
，

结

薯集中
，

薯块大而整齐
，

大
、

中薯率达到���以

上
，

淀粉含量达 ������
，

比对照品种小 白花高

��
，

薯块扁圆形
，

黄皮黄肉� 芽眼浅平呈紫色
，

薯块耐贮藏
。

植株高抗病毒和晚疫病
。

生育期较

长
，

属晚熟品种
，

是淀粉加工专用较好的品种
。

适宜在甘谷县 ���� � 以上区域栽培种植
。

经过

交交又亿义硬父哀夕亚艾亚嘴 亚夕狡交 应父硬父址交 应交液 交滋夕滋交衷嗽亚交应夕豆交驻夕亚又豆又豆又获交骊多之址义豆夕砍又应夕亚�石�‘矛亚板业，旋�硬交演�匆迈反 ‘ 又狡反狡夕几夕 ‘ �硬夕瓜又立义驻

��� 田间管理

���
�

� 管水除草
，

中耕培土

马铃薯整个生长期中需水量较大
，

播种后先灌

满一次全沟
“
跑马水

” ，

以湿润土壤
。

同时
，
��� 时

用丁草胺 ���
一��� �兑水 �� ��进行喷雾以防治杂

草
。

出苗后
，

如遇干旱再灌半沟
“
跑马水

” ，

保持

土壤湿润
。

幼苗出土率达 ���时应及时中耕培土
，

以避免生长前期甸旬茎伸出地面
，

变成普通枝条

和结薯后块茎外露而变绿
，

提高品质
。

现蕾至开

花阶段
，

块茎开始形成和膨大
，

需水量剧增
，

约

占生育期总耗水量的 ���
。

因此
，

保持水分充足
，

使块茎膨大是马铃薯高产的关键
。

若遇干旱
，

要

及时灌水
，

保持土壤湿润
，

成熟期水分不可过高
，

若过高易发生
“
烂薯

” ，

所以雨后要注意及时清沟

排渍
。

���之 合理施肥

施肥掌握
“

攻头
、

保中
、

控尾
”

的原则
。

在施

足基肥的基础上�约占总施肥的����
，

出苗 ���
�

����露青期 �应重施一次速效肥提苗
，

每 ��� 时

用碳钱 ����
、

过磷酸钙 ����
、

加水 ���� ��进

行条施
。

第二次在现蕾期�播后 ���左右 �再施一

次结薯肥
，

每 ����，
用复合肥 ����

、

尿素 ���

穴施
。

施肥要施在植株周围
，

不能直接接触植株

基部
，

以防止伤苗
。

整个生育期每 ��� 耐 约需用

纯氮 ��
�

���
、

磷 �
�

���
、

钾 ��
�

���
。

����� 防治病虫害

苗期主要是地老虎
、

蚜虫危害
，

出苗后用敌百

虫毒饵嗅锈或用杀灭菊脂或澳氰菊脂 ����� 倍稀释

液喷雾 �一�次 � 中
、

后期主要有晚疫病
、

青枯病
、

疮痴病
。

晚疫病要以预防为主
，

中
、

后期每隔 ��

�� �于晴天露水干时
，

每 ��� 耐 叶面喷施 ���瑞

青霉可湿粉剂 ��� 倍液或 ��� 倍液甲霜灵或 ���

百菌清可湿粉剂 ��� �
，

连续 �一�次 � 田间发现晚

疫病株要马上喷药
，

每隔一周喷一次
，

连续 �礴 次
。

防治青枯病生产上采用选取无病薯播种
，

实行轮作
，

淘汰病株等方法 �青枯病的药物防治
，

用 ��� ��
·

����

链霉素喷雾
。

� 适时收获

马铃薯茎叶开始枯黄时即可收获
。

收获前 ���

巧 �
，

应停止浇水或灌水
。

收获时选择晴天
，

采收

时小合轻放
，

尽可能减少蹭皮和机械损伤
，

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

挖出的薯块应及时贮藏
，

不可长时间

在强光下照射
，

使薯块表皮变绿
，

影响商品价值
。

若块茎作种用
，

务必散光薄摊贮藏
，

抑制腋芽生

长
，

以保持顶芽优势
。



甘谷县高锭粉马铃薯品种庄薯 �号丰产栽培技术—巩永平
，

王国平
，

张天佑

多年的示范种植测产估算 ��� 耐 可产 ���� ��左

右
，

产值 ���� 元左右
。

并通过几年的试验
、

示

范总结出了该品种的丰产栽培技术
，

旨在为发展

我县马铃薯种植产业提供一定的技术依据
。

� 科学选地
，

重施底肥

庄薯 �号品种宜种植在结构疏松
，

土层深厚且

富含有机质的中性或微酸性的土壤中
，

结合我县山

旱地靠天浇灌的实际
，

适选二阴地和高海拔阴湿地

种植
，

土壤以黄绵土
、

黑沪土类和沙壤土为佳
。

冬

前深耕
，

使土壤透气疏松
，

增强保墒能力
，

同时杀

灭部分病菌和地下害虫
。

春季及早耙糖保墒
，

并平

整播面待种
。

前茬作物以禾本科
、

豆科等田块为

宜
，

避免烟草
、

辣椒等茄科作物
，

以减少土壤病虫

害的延续和传播
。

甘谷县马铃薯庄薯 �号主要种植在海拔 ���� �

以上区域
，

该区域干旱且无灌溉条件
，

施肥应把握
“
施足底肥

，

平衡施肥
”
的原则

，

一般 ��� 时 基施

腐熟的农家肥 ���� ��以上
，

过磷酸钙 ����� ��
，

尿素 �� ��
，

硫酸钾 巧 ��或草木灰 ��� ��
。

在现

蕾期结合培土
，

追施磷钾肥搭配氮肥
。

合理施肥能

够有效防止植株徒长和贪情晚熟并平衡供给营养
，

提高产量
。

� 精选种薯
，

合理 密植

播前要精选种薯
，

选择具有该品种特征
，

薯块

完整无病
，

无受伤受冻的中等薯和小薯做种 � 在播

前 ��左右
，

将种薯出窖
，

并利用散射光照射
，

起

到紫外线灭菌的作用
。

小薯块用整薯播种
，

大薯块

用 ���酒精擦过的刀切块
，

切块重应在�� �左右
，

每个切块应保证 �一�个健全的芽眼
。

播种密度大

小要即能保证植株合理利用阳光和土壤水分
、

营

养
，

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又不使植株荫蔽
、

拥挤
、

倒伏影响块茎的形成和膨大
。

由于该品种植株繁

茂且个高
，

种植密度不宜太大
，

一般每 ��� 时 种

植 �����
一����株为宜

。

� 适时播种

露地气温稳定在 �℃ ，

��
�� 土层土壤温度

�℃左右时即可播种
。

甘谷的适宜播种期 �月 巧

日左右
，

种植形式采用平畦
“
品

”
字型坑种

，

播种

深度�
�� 左右

。

� 田间管理

��� 培土管理

出苗后 �� �
，

用耙子耙平土壤表层
，

疏松土

壤
，

可以保墒
，

保湿
，

消灭杂草
，

促使早出苗� 田

间出苗 ���以上进行第一次中耕培土
，

培土时把

苗全部埋住
，

可增加甸甸茎
，

增粗地下茎
，

防止地

上植株生长过旺 � 待出苗齐
，

苗高 巧���
�� 时

，

进行第二次培土
，

培土堆要大
，

为块茎膨大提供土

壤环境
，

并可减少烂薯和青头薯
。

��� 病虫害防治

该品种抗病性强
，

但在气候
、

温度
、

湿度达到

一定程度时也可感染早
、

晚疫病
，

当田间出现中心

病株时
，

应及时拔除
，

带出田外销毁
，

并用 ���

甲霜灵 ���倍液或可杀得 ���倍液交替喷洒植株叶

面的正反面和全部株体
，

每隔 �一�� �喷一次
，

连

喷 �一�次
。

地下害虫主要以蟒槽
、

地老虎为主
，

播种前可

用 ���辛硫磷 ��� ��或 ���敌百虫 ��� �拌毒土

�� ��或兑水喷洒于农家肥和种坑内防治
。

危害马铃薯茎叶的害虫主要是蚜虫
，

可用抗蚜

威或敌百虫 ����或敌敌畏 �����兑水 ����喷

雾防治
。

� 丰产栽培的关键技术措施

��� 将切好的种块用 ���百菌清
、

���甲霜

灵
、

���多菌灵 ���一���倍复配液喷洒于种块或浸

种 �一����
，

并摊开晾干 � 也可用草木灰加过磷酸

钙拌种
。

���庄薯 �号生长势强
，

植株高大
，

枝繁叶

茂
，

在花蕾期必须每 ���时 用 巧�的多效哩 巧 �

兑水 ����叶面喷施 �一�次
，

控上促下
，

提高大薯

率
，

增加产量
。

��� 合理轮作可减轻病害侵染
，

是提高产量的

重要技术措施
。

��� 根据近几年的调查
，

在品种和种源相同的

条件下
，

重茬马铃薯黑胫病发病率为 ����
，

隔年

茬为 ����
，

与小麦轮作 �年的仅为 ����
。

在我县

适宜轮作的作物有小麦
、

豌豆
、

蚕豆
、

燕麦
、

荞麦

等
。

���为了抑制地上茎徒长
，

也可采用摘花
、

掐

蔓枝等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