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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铃薯产业化的调整, 国内各地马铃薯种

植面积逐年扩大 , 仅内蒙古 2003 年种植面积就达

53.1 万 hm2。我国北方地区一般种植面积较大 , 而

且相对集中, 有利于马铃薯栽培实现机械化。实践

证明, 实现马铃薯机械化栽培, 不仅能降低劳动强

度、降低成本、提高单产水平和经济效益, 而且是

今后马铃薯种植发展的方向和北方地区实现马铃薯

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1 栽培机械

( 1) 播种机械: 根据种植规模 , 可选用进口或

国产马铃薯单行、双行、四行播种机; 也可使用四

轮拖拉机带三铧犁进行人工点种, 配备播肥机进行

播种作业。

( 2) 田间管理机械 : 主要有中耕机或三铧犁 ,

喷药机等。

( 3) 收获机械: 主要使用割秧机, 进口或国产

马铃薯单行、双行、四行抛撒式或联合收获机进行

收获作业。

( 4) 配套动力 : 18, 25, 50, 80, 120 马力胶

轮拖拉机, 动力选型要根据播种机、收获机等主要

配套农具的规格、型号来匹配, 以既满足机械作业

需要, 又不浪费动力为宜。

( 5) 种植机械选择: 一要根据经济实力, 目前

进口机械性能优于国产机械, 国内大厂机械优于小

厂或自制机械 ; 二要根据 种植面积 , 合 理配套机

械 , 避免资源浪费和资金的无效占用; 三要考虑各

种农具、设备在本地的适用性, 如本地土壤、耕地

坡度等因素。

2 种植品种及种薯选择

由于马铃薯机械化栽培面积都很大, 所以要根

据市场、订单等因素选择是种植加工品种还是种植

鲜食品种, 同时要根据本地区农作物生长期选择种

植早熟、中熟或晚熟品种。由于北方地区属于一作

区, 除个别高海拔寒冷地区外, 一般早、中、晚熟

品种都能种植。

确定种植品种后, 就要选择好种薯。种薯不要

用自留种或从市场上随意购买, 要选择种植一级原

种以上级别的脱毒种薯种植, 并要购买正规繁种单

位扩繁的种薯。因为种植脱毒种薯产量比自留种增

产在 20%以上 , 虽然在春季投入 稍大一些 , 但 秋

季增产的效益远远高于投入。选择 脱毒种薯 是关

键, 这一点种植者应切记, 否则容易导致失败。

3 地块选择及整地

( 1) 地块选择: 地块尽量选择交通便利、土壤

肥厚、地势平坦的缓坡地或岗地, 土壤以中性或微

酸性为佳。这样的地块便于机械 作业、排水 和通

风。土地最好是前一年的夏翻休闲地, 其次是秋翻

地 , 最次是春翻地。因北方地区 一般春旱比 较严

重, 春翻地容易跑墒, 造成出苗率低。

选择地块避免重茬或前茬种植过油菜、茄子等

茄科作物的地块, 前茬种植过甜菜等地下块茎作物

的地块也尽量避免种植马铃薯。同时还要考虑前茬

农药残留。现在农民大量使用的农药如磺隆类除草

剂等都有较长的残留期, 如残留量大会使马铃薯植

株生长迟缓、叶片皱缩甚至死亡。

( 2) 整地 : 马铃薯种植前( 最好是前一年的夏

季或秋季) , 对土地进行深翻 30~35 cm, 并耙细耙

平 , 有 条 件 的 翻 耙 前 每 公 顷 均 匀 撒 施 农 家 肥

22 500~30 0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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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种前准备

( 1) 农机具检修: 对所有播种用农机具, 包括

拖拉机、播种机、三铧犁、施肥机等进 行检修保

养, 使其达到完好状态。新购买的拖拉机要进行磨

合, 更换机油等技术保养。

拖拉机驾驶员和播种机操作人员要熟悉机械性

能, 并能根据设备操作规程熟练操作, 对简单的机

械故障要会修理。此外, 在机车上还要配备必要的

维修工具和易损配件 , 并配备一些螺丝、铁线等 ,

以便播种出现故障时及时处理和排除。

( 2) 行距确定: 机械化播种在播种前要确定行

距, 以便对机械进行提前调整。机械播种行距受牵

引拖拉机轮距限制, 一般可播行距为 65 cm、70 cm、

80 cm。25 马力以下拖拉机轮距一般 130~140 cm,

只能播 65 cm、70 cm 行距 , 如果播 80 cm 行距需

要对拖拉机轮距进行加宽改造 ; 50 马力以上拖拉

机、30 马力拖拉机通过翻轮可以播 80 cm 行距。

实践和多项试验证明, 马铃薯种植 80 cm 行距

通透性强 , 便于防病和管理 , 具有一定 的增产作

用 , 因此 , 尽量种植 80 cm 行距。行距一旦确定 ,

对所有农机具按所需行距进行调整。

( 3) 株距确定 : 本着“ 合理密植”的原则确定株

距, 一般商品用每 667 m2 保苗 4 000~4 500 株, 做

种用每 667 m2 保苗 6 000~6 500 株。计算公式( 单

位 m) : 株距=667÷( 亩保苗数×行距) 。

确定株距后, 通过调整播种机播种齿轮大小调

整株距, 一般按播种机使用说明调整即可。

( 4) 肥量确定: 最好测土配方施肥, 根据目标

产量、肥料利用率、马铃薯需养分量、土壤养分含

量等指标合理计算播肥量。马铃薯一般一次施足底

肥, 多施钾肥。N、P、K 比例一般在 2: 1: 4 左右。

确定肥量后, 对播肥机进行播量调整。

施肥量计算公式如下:

肥料用量( kg/单位面积) =100/肥料含纯养分百

分率×需施纯养分重量( kg/单位面积)

( 5) 机械调整 : 将播种机后部覆土器拆下 , 种

薯箱内装约 25 kg 种薯, 在未种植作物的土地上进

行开沟播种 , 开沟深度一般 6~8 cm, 并检查薯块

落地后距离和漏播率, 对机械进一步进行调整。调

整合格后, 再将覆土器安装到播种机上, 进行覆土

作业, 覆土深度一般 16~18 cm( 薯块距垄顶) 。

三铧犁主要 调整犁铧入 土角度和开 沟合垄深

度。开沟一般 8~10 cm, 要求垄沟内有回土 , 合垄

后覆土 18~20 cm。

5 播 种

( 1) 播种期确定: 当地下 10 cm 土层稳定通过

7~8 ℃时 , 是马铃薯适宜播种期 , 可通过地温计或

水银温度计对地温进行测量。北方地区一般播种期

在 5 月上旬左右 , 要根据天气 及土壤墒情 进行调

整, 把握最好的播种期。

( 2) 种薯出库 : 播种前 10~15 d 对种薯进行出

库, 放于通风向阳处, 便于种薯升温到和室外温度一

致, 但要避免种薯发芽, 因机械播种种薯间摩擦较

大, 发芽后也会被碰掉, 薯芽稍微萌动为最佳状态。

夜间对种薯要及时苫盖, 避免因温差过大引起冻害。

( 3) 精选种薯: 在选用脱毒种薯的基础上 , 还

必须对种薯进行精选, 才能保证增产。精选的标准

是: 具有本品种特征, 薯块整齐, 无病虫害, 无冻

伤, 薯皮光滑, 色泽鲜艳的幼嫩薯作种。淘汰纺锤

形、芽眼突出、薯形龟裂等畸形薯块做种, 这些薯

块多数是退化薯, 作种会感病和减产。

( 4) 切种: 种薯切块于播前 2~3 d 进行, 要切

成立块, 多带薯肉, 每块必保一个芽, 尤其利用顶

芽优势 , 切块重量 20~30 g 左右。40~50 g 左右的

种薯纵切两半, 30 g 以下整薯播种, 要求切块大小

均匀 , 多余的薯肉要切掉 ; 切薯块前或 切到病薯

时 , 切刀一定要消毒后再切。消毒方法 : 用 75%

酒精、3%碳酸溶液、3~5%高锰酸钾溶液或来苏尔

溶液浸泡 5~10 min。并边切 边淘汰病、烂 薯。切

刀备用两把 , 切到病薯时换用已消好毒的刀进行 ,

沾污病薯的刀放药液中进行消毒; 种薯切块后 ( 包

括整薯播种) 用 70%甲基托布津与滑石粉 3: 97 比

例拌种。药剂用种薯量 1%即可。也可用 58%甲霜

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 按 0.3%左右用药量进行种薯

包衣, 既降低发病率, 也能提高产量。

( 5) 播种: 我国常见的播种方式有垄上播、平

播、垄下播等几种方式 , 北方地区 由于春旱较 严

重, 多采取垄下播方式。用播种机播种, 在地头加

满种薯、化肥, 按操作规程进行播种。播种机上要

跟一名播种作业人员, 及时检查种薯、化肥使用情

况和作业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拖拉机驾驶员停

车处理。对株距、漏播率、播深等也要经常检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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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 使机器达到最佳作业状态。播种后及时镇压。

用三铧犁人工点种时 , 需要 2 台拖拉机配合作业 ,

一台开沟和播肥, 一台合垄镇压。开沟后人工尽快

点种 , 点种后及时覆土 , 因 北方地区白 天温度较

高 , 风也较大, 如不及时合垄, 容易跑墒和造成薯

块风干。人工点种时要将人员分散开 , 分断作业 ,

一垄一垄的点种, 便于及时合垄。

6 田间管理

( 1) 化学除草: 苗前用乙草胺、都尔、宝成等

在马铃薯出苗前喷施封闭处理; 苗后使用精克草能

等灭除禾本科杂草, 但注意掌握杂草不能超过三叶

期。封垄前对大草进行人工拔除。

( 2) 机械、人工除草 : 马铃薯出苗 20%~30%

时 , 用中耕机或木耢子耢地 , 将垄顶 表面土刮 去

3~5 cm, 同时对垄梆进行中耕除草, 苗齐后和封垄

前各铲一次( 视草荒程度而定) 。

( 3) 中耕趟地: 马铃薯生育期一般趟三次 , 苗

齐后趟一次, 以松垄沟内土为主, 深趟; 铲后或现

蕾前期趟一次, 多上土; 植株封垄前趟一次, 将垄

培成梯形。趟地使用中耕机或三铧犁均可。

( 4) 防病: 细菌病害和病毒病: 如青枯病、黑

胫病, 重花叶、束顶病等, 主要靠发病早期人工拔

除, 将病株连根拔除( 有薯块也要挖出) , 装内衬塑

料袋的口袋内运出田间深埋或焚毁, 发病严重的地

块可喷施农用链霉素等杀菌剂。

真菌病害 : 主要以防治早疫病、晚疫病为主。

防治时间为 7 月 15 日~8 月 20 日左右 , 需 喷 3~5

次药。主要防病药物有 : 80%大生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58%

瑞毒霉锰锌( 雷多米儿) 500~600 倍液或 72%杜邦克

露可湿性粉剂 500~600 倍液等 , 每隔 7~10 d 喷一

次。连阴雨天或大雾天气多应及时增加喷药次数 ,

如果发现中心病株 , 应及时拔出 , 并每隔 7 d 喷一

次药物, 用药最好交替进行, 避免产生抗药性。

防病喷药使用带高压泵的喷药机进行作业, 提

前调整好喷药压力使喷嘴出口形成雾状, 严格按浓

度配制药品 , 喷药要均匀 , 药量每 667 m2 要达到

80~100 g。

( 5) 防虫: 危害马铃薯的虫害很多, 北方地区

主要有地老虎、金针虫 、中华元菁 、蝽蟓、蚜虫

等 , 一般不会造成大面积危害, 发现时可局部或全

田喷施高效氯氰菊脂、功夫等杀虫剂。

( 6) 化 控 : 喷 施 一 些 叶 面 肥 或 植 物 生 长 调 节

剂, 如喷施宝、磷酸二氢钾、翠康生力液等等, 都

具有增产作用, 可单独喷施, 也可以配合防病用药

一同喷施, 但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杜绝酸碱中

和失去药效。

( 7) 浇 水 : 马 铃 薯 生 长 过 程 中 需 要 大 量 的 水

分, 一般生产 1 kg 干物质需水 800 kg 左右, 因此,

及时浇水或灌溉是保证马铃薯丰产的关键。马铃薯

播种后、幼苗期如果天气干旱, 要及时浇水, 马铃

薯发棵期前期、盛花期更要保持水分充足。浇水方

式可采用滴灌、喷灌等方式, 也可进行漫灌 , 但较

浪费水。结薯后期和收获前, 要控制土壤水分 , 避

免浇水, 利于种薯收获和防止薯块腐烂。

7 收 获

( 1) 机械准备 : 对拖拉机、三铧犁、收获机、

割秧机等设备进一步进行 检修保养 , 达到完好状

态。

马铃薯收获机要到田间进行实际收获运转, 调

整入土深度和角度, 尽量减少伤薯率和丢薯率。

( 2) 割秧: 马铃薯植株底部叶片发黄干枯脱落,

整个植株变黄褪绿, 即为马铃薯成熟期, 应及时割

秧, 促使薯皮进一步木栓化, 并进一步降低土壤水

分, 使薯块水分降低。割秧应在收获前 7~12 d 进行,

生产种薯为控制病害和薯块继续膨大, 还应提前进

行。

割秧使用割秧机或人工割秧均可, 使用割秧机

可以将植株直接打碎, 起到秸杆还田的作用, 而且

便于机械作业和阳光中的紫外线杀菌。人工割秧要

在收获前将薯秧运出田外。

割秧机使用拖拉机后输出轴动力, 所以在停车

或检查割秧机时千万注意切断动力输出, 避免刀片

伤人。

( 3) 收获: 北方地区一般在 8 月下旬至 9 月上

中旬, 遇天气晴好, 地面干燥时, 即可及时组织收

获。用抛撒式收获机将薯块从垄内抛出 , 晾晒 1~

2 h 后及时分类拣拾装袋。收获时注意拖拉机不要

行走过快, 并根据拣拾速度掌握收获进度。严防块

茎被雨淋、受冻、机械损伤等, 装袋的马铃薯及时

外运, 如果不能及时外运, 要堆堆用土掩埋, 并用

杂草在薯堆顶部留好通气孔, 以防烂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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