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北区是典型立体旱作农业区，90%以上耕地

分布在海拔 400~1 200 m 区域。由于农业基础抗灾

能力弱，加之耕地逐年递减和自然灾害频发率高的

原因，直接威胁着粮食生产安全，有碍农业发展。

重庆市渝北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通过广泛调研总结出

一套秋马铃薯的穿林套种方法。所谓穿林，就是提

前栽培秋马铃薯的农事活动，它同时统筹了气候特

点，有利共生期，有效生育时段，适合在海拔

600~1 200 m 的中山地区，利用玉米复合带窄行闲

地和生育时差，穿林套种秋马铃薯。不仅提高农业

科技抗灾、减灾技术含量的措施；而且也拓展了山

区旱地复种指数的涵义，对耕地减少导致的农业生

产压力起到了缓解作用。

1 栽培技术

1.1 确定适宜品种

秋马铃薯在夏末秋初时段播种，自然环境条

件对马铃薯生长发育的限制起主导作用，最直接

的影响是缩短有效生育时段。当季大多数地区的

气候对马铃薯生长发育有效的时间只有 80～90 d，

确定适宜时候的关键是品种。在确定品种时，主

要考虑生育期短、结薯期早、薯块膨大快、产量

高等因素，具有这些特性的品种，一般都适宜作

秋马铃薯栽培，如渝马铃薯1 号、川玉4 号、鄂马

铃薯1 号等。

1.2 精选种薯

首先是选用健康薯块，即使用脱毒种薯，精

选表皮光滑、芽眼无霉变、薯形薯皮薯肉具有品

种特征的薯块；其次是薯块整齐度，即薯块整齐

度在25~40 g 的幼龄小薯，但在种源不足情况下，

使用40~80 g 薯块也是经济有效的；第三是种薯

生产季节。在通常情况下，以当年春薯为宜，海

拔1 200 m 左右区域从800 m 以下地区引用春薯作

种。

1.3 催芽处理

当年春薯作秋种的大多数品种都没有自然渡过

休眠期；也有个别休眠期很短的品种可见萌芽的现

象，但在秋马铃薯生产大田中，很少看到相对一致

的苗齐苗全情况。对诸如上述情况种薯采用催芽是

必要的。秋马铃薯催芽以物理方法为宜，方法为：

在通风凉爽的室内铺湿润沙土 4~5 cm，摆放一层

种薯后平顶覆盖 1 cm 厚湿润沙土，如此堆放 6 层

以内，面上盖湿润沙土 4~5 cm，用青草或秸秆覆

盖保湿即可。经 7~10 d，待芽长到 0.5 cm 后取出

炼芽 1~2 d，按芽长短先后播种。

1.4 提前穿林窄行套种

（1）适宜播期：当气温下降并稳定在 25℃以下

是秋马铃薯的适宜播期，但在海拔 600 m 以上中

山地区的玉米窄行生产秋马铃薯，提前是核心。根

据山区立体气候特点，按海拔梯度划分三个适宜播

期，海拔900 m 以上在 8 月上旬以前、海拔600~

900 m 8 月中旬以前、海拔 600 m 以下在 8 月下旬

至 9 月上旬结束。这些适宜播期的划分是不确定概

念，弊端是影响判断适宜播期的精度；最佳的方法

是依据指示植物（玉米）的生育进程而确定适宜播

期，即春玉米生殖生长的乳熟至腊熟期，是秋马铃

薯的适播期。这种方法在海拔 600~1 200 m 地区具

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2）合理密度：由于是在玉米窄行上播种，故

窝距和行距已经由前作玉米所固定。在秋马铃薯宜

播期玉米尚未收获，只要是按 1 个玉米复合带窄行

玉米窄行穿林套种秋马铃薯技术

罗 勇 1，石真彬 2，王义明 1

（1. 重庆市渝北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重庆 401120; 2. 重庆市渝北区植保植检站，重庆 401120 ）

收稿日期：2007- 01- 20

作者简介：罗勇（1966-），男，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

中图分类号：S5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 3635（2007）03- 0170- 02 经验交流

中国马铃薯，第 21 卷，第 3 期，2007·170·



套种1 行马铃薯，每 4 株玉米正中播种 1 窝，每窝

放2个种薯为适宜密度。

（3）施足底肥：从秋马铃薯有效生育时段、生

长发育物候上看，底肥用速效复合肥和完全腐熟的

农家肥为宜，特别是清粪水不可缺少。用量是每

667 m2 施复合肥40~50 kg、清粪水 750~1 000 kg，

或者每667 m2 施复合肥30 kg、渣子粪 600~800 kg，

清粪水 750～1 000 kg。

（4）打窝播种：在播种时，窝心定在 4 株玉米

正中，打窝时要精细，尤其要打成宽浅窝，窝宽

随玉米窄行和株距而定，窝深 5~6 cm；在窝心施

底肥，玉米窄行垂直向底肥两边各放 1 个种薯，

出苗后形成假2 行格局；淋清粪水后，浅盖土至

耕作表层。

1.5 及时精细田管

首先要早施追肥，苗齐后每 667 m2 用 750~

1 000 kg 清粪水兑5~8 kg 尿素照窝点施；当玉米

收获后，应及时挖除玉米植株，同时进行一次浅

耕培土，浅耕在于疏松表层、培土至马铃薯播种

行面平为宜。马铃薯结薯期，再中耕培土，厚度

为5~10 cm（依品种株高而定）。秋马铃薯病虫发生

危害的可能性很小，通常情况下不需防治。

1.6 分批采收

不同海拔的收获期各不同，海拔 900 m 以上

区域，可收获期在 12 月上旬；海拔 900 m 以下区

域，可收获期在 12 月中下旬。基于经济上的考

虑，即使可收获，也要按市场行情分批采收；其

实冬季土壤短藏薯块有利于保持鲜薯的特性，这

只能利用到土壤冬耕之前的间歇，逾期应采收完

毕。

2 效益分析

2.1 产量情况

根据不同海拔 30 点次的调查测产统计，全区

1 320 hm2 秋马铃薯应用了本方法。统计结果显示，

平均667 m2 产量达700 kg，比上年全区平均单产

645 kg 增产8.5%，总产鲜薯 1 386 万 t。最大单薯

重0.52 kg，最大单窝重 1.7 kg，每 667 m2 最高产

量 2 516 kg。

2.2 效益分析

单位（667 m2）纯收益=[平均单位产量×市场单

价-（物耗投入+标准劳动力用工折资）] ×0.75；

投入产出比 =平均单位产量×市场单价 ÷（物耗

投入+标准劳动力用工折资）×0.75；

科技投入效益比 = 单位（667 m2）纯收益 ÷种植

补贴20 元（667m2）；

新 增 社 会 纯 收 益 = 单 位（667 m2）纯 收 益 ×

2 000hm2。

这里要说明的是：平均 667 m2 产量按测产平

均数700 kg、市场单价按每千克 2.40 元，物耗投入

中的种薯最高每 667 m2 用种量120 kg×春薯产地收

购价（1 元·kg- 1）、每 667 m2 用复合肥50 kg（1.10

元·kg- 1）、每 667 m2 用尿素8 kg（2.0 元·kg- 1）、清

粪水每667 m2 用 2 000 kg（0.1 元·kg- 1），标准劳动

力用工8 个 ×20 元。

（1）单位（667 m2）种植纯收益：1 249 元；

（2）投入产出比：1: 2.89；

（3）新增社会纯收益：2 473 万元；

（4）农村人口人均增收：45.27 元。

3 结论与讨论

在高温时段，发挥中山地区气温相对适宜的优

势，应用玉米成林遮挡田间部分光热的原理，协调

玉米成熟至马铃薯出苗有利共生期的时差，采用提

前穿林窄行套种的方式，无疑是延长了秋马铃薯因

季节性受限的有效生育时段；在生育期，自然气温

由高到低、光照由强至弱的递减规律，符合马铃薯

生长发育的生物习性，二者得到了有机衔接和统

一。这些原理和因素，对提高当季马铃薯单位面积

产量起决定性作用，是这种方法的本质和核心内

涵。利用玉米复合带窄行闲地，则是体现核心内涵

的载体或形式，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涵义：提高复种

指数、增加土地产出能力，提高科技含量、弥补区

域性灾害频发造成的损失，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

要，扩大了晚秋粮食种植。这个技术概念只是当年

实践经验的总结，在精确度和重演性方面有待进一

步发掘完善。

在马铃薯生产上，打破了传统春作区的局限，

由单作演变成春、秋二季作。这不仅丰富了马铃薯

资源，为山区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保障；而且对增

强农业发展后劲、增加农民收入，将发挥重要作

用。技术的本身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幅射到中国

西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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