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 磷 酸 钙 50 kg 加 水 1500 kg 进 行 条 施 。 播 后 约

70 d( 现蕾期) 再施一次结薯肥, 667 m2 施用复合肥

15 kg, 尿素 5 kg, 此时应采用穴施。施化肥时为防

止“ 伤苗”, 肥料要施在植株周围, 不能直接接触植

株茎部。马铃薯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 应及时抓好

田管, 突出一个“ 早”字, 促进植株迅速生长, 尽快

达到适宜的叶面积指数, 提前转入块茎形成膨大阶

段, 夺取高产。

8 合理排灌

马铃薯的排灌水应依它的需水特性结合天气、

土壤、长势而进行。苗期正值干旱季节, 播种后先灌

一次全沟“ 跑马水”, 使土壤湿润, 出苗后如遇干旱再

灌半沟“ 跑马水”, 使土壤湿润。现薯开花期, 块茎开

始形成和膨大, 需水量激增, 应及时灌水, 采用沟灌

( 水不超过畦高) , 保持水分充足, 以促进薯块迅速膨

大。成熟期需水量逐渐减少, 为防止田间烂薯和贮藏

烂薯, 进入梅雨季节要注意开沟排积水。

9 及时除草与中耕培土

除草可在马 铃薯播种后 进行 , 667 m2 用 50%

乙草胺乳油 100 mL 兑水 60 kg 进行喷雾。齐苗后

至现蕾前, 结合中耕适当培土, 使结薯层土壤疏松

通气, 利于根系生长及匍匐茎和块茎膨大, 并防止

块茎裸露变绿。

10 注意防病治虫

漳州市冬种的马铃薯苗期主要虫害有地老虑、

蚜虫等, 出苗后 667 m2 可用 75 kg 50%辛硫磷乳油

1 000 倍液喷施, 或用 3%辛硫磷颗粒剂 2~3 kg 加细

土 30 kg 拌匀撒施; 中、后期容易发生晚疫病、霜

霉病、青枯病。当晚疫病、霜霉病在发病初期, 可

用 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500~600 倍或 53%金雷多

米尔可湿性粉剂 750 倍于晴天露水干时喷施; 青枯

病在发病初期 可用农用 链霉素 100 mg·L-1 进行 防

治, 667 m2 施用量约 75 kg。我市进入 2 月份以后,

气候条件适宜晚疫病发生即使是抗病品种也要喷药

保护。

11 适时收获

当马铃薯植株停止生长, 地上部茎叶开始枯黄

衰老时, 薯块营养积累最充分, 产量最高, 品质最

佳 , 必须及时择晴抢收 , 凉干 去土后堆 放于阴凉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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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发冬闲 田 , 充分利用 我县秋冬季 光热资

源 , 提高稻田的综合生产能力, 我们在长龙乡龙安

村 1 社进行了免耕种植水稻—免耕稻草覆盖秋马铃

薯—免耕种 植春马铃薯 三熟增效栽 培技术示范 研

究。该栽培模式是集水稻旱育秧技术、规范化栽培

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稻草 覆盖免耕栽 培秋马铃

薯、春马铃薯技术、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等技术的

有机整合。该模式具有省工省力、节本增效、培肥

地力、保持水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优点。

1 实施结果及效益分析

2005～2006 年完成“ 中稻—秋马铃薯 —春马铃

薯”三熟增效栽培示范 20.7 hm2, 其中核心示范片

1.6 hm2, 通过对典范户的测产统计, 免耕种植中稻

每公顷产量与传统翻耕栽培基本相当, 免耕种植中

稻每公顷产 9 307.5 kg, 按每千克 1.4 元计算产值

为 13 030.5 元 , 每公顷可节省牛工 22.5 个 , 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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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 30 个, 免耕种植中稻每公顷节支 1 650 元; 秋马

铃薯免耕稻草覆盖平均每公顷产鲜马铃薯 18 840 kg,

按每千克 1.4 元计算, 每公顷产值 26 376 元, 减除

每公顷投入( 种薯、肥料、农药、人工等) 8 250 元,

每公顷纯收入 18 126 元; 比传统翻耕栽培每公顷增

产 2 727 kg, 按 每 千 克 1.4 元 计 算 , 每 公 顷 增 收

3 819 元; 每公顷还可节省牛工 9 个, 节省人工 45 个,

秋马铃薯每公顷增收节支 5 167.5 元。春马铃薯免耕

稻草覆盖每公 顷 产鲜马铃薯 15 600 kg, 按每千 克

1.0 元计算 , 每公顷产值 15 600 元, 减除每公顷投

入( 种薯、肥料、农药、人工等) 7 500 元, 每公顷纯收

入 8 100 元; 比传统翻耕栽培每公顷增产 3 000 kg,

每公顷增收 2 100 元, 每公顷可节省人工 45 个, 春

马铃薯每公顷增收节支 3 000 元。马铃薯两季连作

免耕稻草覆盖每公 顷 增收节支 8 167.5 元。由此可

见, 将冬闲田利用起来种植秋马铃薯并连作春马铃

薯每公顷纯收入 26 226 元 ;“ 中稻—秋马铃薯—春

马铃薯”农田保护性种植模式比传统翻耕栽培每公

顷增收节支可达 9 817.5 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显著。同时 , 稻草、马铃薯藤还田 , 能培肥地力 ,

增加土壤有机质, 改善土壤结构, 生态效益明显。

2 主要栽培技术要点

2.1 免耕种植中稻栽培技术

( 1) 早 育 旱( 抛) 秧 , 统 一 采 用 良 种 。3 月 1

日～7日播种, 统一采用优质高产良种为天 9 号。

( 2) 化学除草。于栽前 15～30 d 每公顷用3 000 mL

20%“ 克无踪”等药剂除草, 施药后 3～7 d关水控苗。

( 3) 整地。选择作为免耕栽培水稻的田块 , 为

了防止漏水可拱田边搭厚田坎, 然后用推耙将田面

推平关浅水备用。

( 4) 适时移( 抛) 栽 。待旱( 抛) 秧叶 龄达到4～

4.5 叶时及时移栽 , 栽秧前 1 d 施足底肥 , 施肥后

用推耙将肥料搅匀后栽( 抛) 秧。以后田间管理与常

规栽培相同。

2.2 稻田免耕稻草覆盖秋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

稻田免耕稻草覆盖秋马铃薯技术是近年来推广

的一项增效栽培新技术 , 技术还未被 农民普遍认

识。因此, 在生产上严格把握关键技术。

( 1) 深沟高厢, 规范整田: 收获水稻时, 齐泥

收稻, 并在稻田四周开好围沟, 依稻田排水方向划

线 开 沟 作 厢 , 漕 沟 下 湿 田 , 按 2.25 m 开 沟 作 厢 ,

其中厢面宽 2.0 m, 沟深 0.3～0.4 m, 开沟所起泥土

碎细后均匀铺在厢面, 使全田厢面高低一致。

( 2) 选用良种, 统一供种: 秋马铃薯生育期只

有 3 个月左右 , 我们选用了抗逆性强、抗病性好、

耐高温、休眠期短、熟期早、丰产性好的鄂马铃薯

3 号脱毒种薯作种, 种子统供率 100%。

( 3) 催芽播种: 为保证秋马铃薯早出苗、出壮

苗, 播种前全部采用催芽处理, 坚持带芽播种。

( 4) 适时播种, 合理密植: 由于实施地点长龙

乡海拔在 420 m 左右 , 我们统 一播种时 间为 9 月

9～10 日。合理密植是提高稻茬马铃薯产量的关键 ,

每公顷植 60 000～90 000 株, 为高产打下了基础。

( 5) 施足底肥, 配方施肥: 采取底追一道清的

施肥方法。一般每公顷施人畜粪 22.5～27.0 t, 草木

灰 1.5 t, 25%的复合肥 375 kg, 确保了秋马铃薯

生长发育所需营养。

( 6) 备足稻草, 均匀覆盖: 在马铃薯播种施肥

后, 立即用稻草进行覆盖, 每公顷用 2.25~3.00 hm2

稻田的稻草, 按稻草与厢面垂直, 草尖相对的方法

均匀覆盖整个厢面, 盖草厚度达到 15 cm 以上。

( 7) 加强病虫防治: 统一采用水合霉素 , 茄果

安、氧化乐果分别于 11 月 11 和 21 日对青枯病及

蚜虫发生田进行了挑治, 控制了病虫害的蔓延。

2.3 春马铃薯免耕稻草覆盖栽培技术

( 1) 理沟排湿 , 清理厢面 : 在秋马铃薯收后 ,

因湿度大, 应及时理沟排湿, 整理厢面, 使全田厢

面高低一致。

( 2) 选用良种 , 统一供种 : 春马铃薯生肓期 4

个月左右, 我们选用了抗逆性强、抗病性好、休眠

期短、熟期早、丰产性好的川芋 5 号作种薯。种子

统供率 100%。

( 3) 适时播种, 合理密植: 在秋马铃薯收后, 12

月 20 将种薯按原来的窝行距放入 , 让种薯与土壤

充分接触, 每公顷植 60 000～90 000 株。

( 4) 施足底肥 , 盖好稻草 : 底肥一般每公顷施

人 畜 粪 22.5～27.0 t、 草 木 灰 1.5 t、 25%的 复 合 肥

375 kg, 复 合 肥 放 入 行 间 , 追 肥 每 公顷施 人 畜 粪

22.5～27.0 t, 同时将原来未腐烂的稻草进行均匀覆

盖, 厚度 10 cm 以上, 防止烂芽烂种。

( 5) 防治病虫草害: 于 3 月 10 日和 3 月 28 日

对早疫病和晚疫病及蚜虫进行了防治, 并适时除去

杂草, 有效控制了病虫草害, 为高产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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