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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定 西农村经济 发展的传统 产业 , 也

是最具有市场优势和开发前景的特色 产业。近年

来 , 定西市委、市政府把马铃 薯作为振 兴农村经

济的第一大优势产业来培育 , 采取了一 系列行之

有效的扶持政策 , 使马铃薯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为了发挥优势 , 加快发展 , 我们根据 多年的试验

研究和调查资料分析 , 对定西市马 铃薯节本、增

效栽培技术提出初步看法, 供参考。

1 选用适合市场需求特点的优良品种

定西马铃薯良种应具有以下几个条件 : 第一 ,

植株高大, 茎秆粗壮, 抗旱抗逆能力强。第二, 块

茎大而整齐 , 单株产量在 0.5 kg 以上 , 商品率 在

80%以上。第三 , 淀粉加工型品种不但要产量高而

且还要淀粉含量高 , 达到 20%以上 ; 薯片、薯 条

和薯泥加工型品种要薯形整齐规范 , 芽眼少而浅 ,

还要求还原糖含量不得高于 0.16%; 菜用型品种要

芽眼少而浅, 薯形规则, 椭圆形, 黄皮黄肉, 淀粉

含量低 , 口感好。第四 , 抗病 能力强 , 应抗 卷叶

病、皱缩花叶病、环腐病和黑胫病, 兼抗晚疫病和

早疫病。第五, 块茎膨大速度快的极早熟和中晚熟

品种。因为定西大部分地区马铃薯为 春播一季栽

培, 雨季为 7、8、9 三个月。整个 8 月份为马铃薯

块茎迅速膨大时期 , 大白 花每天最大 增重 10.36~

16.34 g。因而 , 此 时的充足雨 水恰为中 晚熟品种

块茎的迅速膨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使马铃薯获得高

产。

根据上述对品种的要求, 我们调查分析了目前

大面积所采用的马铃薯品种 , 认为脱毒陇薯 3 号、

新大坪原种或一级种适宜在中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

种植。如脱毒陇薯 3 号一级种在安定区青岚乡试验

种植 3 年, 均表现单株丰产性高( 0.5 kg 以上) , 薯

块大而整齐 , 淀粉含量高( 20%以上) , 一般667 m2

产 量 在 1 500 kg 以 上 ; 新 大 坪 产 量 在 1 100 kg 左

右 , 但 薯 形 整 齐 , 芽 眼 少 而 浅 , 淀 粉 含 量 低

( 16%) , 很 受 各 大 终 端 市 场 消 费 者 欢 迎 , 适 宜 做

菜用外销型品种。脱毒陇薯 3 号、台 湾红皮原种

或一级种适宜在南部高 寒二阴区 种植 , 但因台 湾

红皮市场销售不畅 , 要 根据订单有 计划地组 织生

产。大西洋、夏波蒂和 克新一号脱 毒一、二级种

薯很适宜在热量充裕的川水保灌 区采用地膜 覆盖

套种玉 米早 种( 3 月 中 旬) 早 上 市 的 模 式 种 植 , 市

场销售量大 , 价格高 , 夺 取高效较 之容易 , 宜大

力扩大种植面积。同时育 种部门要根 据以上育 种

目标 , 加快接班品种的 引进筛选和 培育工作 , 力

求我市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在国内 国际保持一 流水

平。

在选用良种 的同时 , 还必 须认真做好 保种工

作, 保种的措施除国有种子部门和民营种子企业有

计划、有组织地搞好脱毒良种的合理有效供给外 ,

还必须动员群众分品种、分用途规模化、标准化、

无公害化种植, 并采取整薯播种、适当晚播、早收

留种、株选留种、田间去杂去劣等行之有效的农业

措施, 保持品种的优良种性。据试验结果表明: 陇

薯 3 号脱毒一级种平均每 667 m2 产量 1 763 kg, 二

级种平均每 667 m2 产量 1 606 kg, 减产 8. 9%。陇

薯 3 号整薯播种的出苗率为 100%, 黑胫病田间发

病株率为 1.2%。切块播种的出苗率为 87.2%, 田

间发病株率为 2.8%。又如陇薯 3 号一级种株选留

种的黑胫病发病株率为 1.8%, 未株选的发病株率

为 19.4%, 株选的每 667 m2 产量 2 013 kg, 未株选

的 每 667 m2 产量 1 418 kg, 株 选 的 较 未 株 选 的 增

产 42%。从而可以看出 , 种薯级别和 保种措施对

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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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的增产极为重要。

2 改良土壤, 合理轮作

马铃薯由块茎发育而成的植株的根是须根, 一

般入土不深 , 分布范围较 小 , 所以土壤 耕作的好

坏、水分的多少, 直接影响到马铃薯根系的发育和

出苗的多少。因而改坡地为梯田, 前茬作物收获后,

立即浅耕灭茬, 消灭杂草。伏天及时深松晒垡, 熟

化改壤, 接纳雨水, 秋未浅耕耙耱保墒以促进马铃

薯根系健壮发育, 增强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 形

成壮苗, 从而获得高产。据定西市旱农中心 1998 年

在降水量 28.2 mm( 合每 667 m2 有水 18.89 m3) 后第 5

d, 对坡地和梯田马铃薯土壤水分状况测定结果表

明: 梯田比坡地 0~10 cm 土层含水率高 10.62%, 0~

30 cm 土 层 内 含 水 率 高 6.87%, 每 667 m2 多 存 水

13.84 m3。又据我们调查资料显示, 深耕 30~33 cm

比 耕 翻 13 ~15 cm 的 增 产 22% 以 上 , 深 耕 26 ~

25 cm, 并在秋未充分细耙, 比浅耕 13~15 cm 增产

15%以上。2005 年安定 区把景家店 至李家堡的 不

毛旱川地统一机械深松耕后, 在 8 月份全区普遍受

旱大面积马铃薯减产的情况下, 这一带仍获得了很

高的产量 , 平均产量达到了 1 620 kg·667 m- 2。至

于春播前, 是边浅耕边耙耱, 还是耙耱保墒、镇压

提墒, 应视春雨多少及墒情好坏而定。前面已经谈

到马铃薯需水最多的关键时期, 雨水在定西基本上

是充足的( 个别特殊年份除外) , 而威胁马铃薯生长

的主要是春旱, 主要影响播种和出苗。防春旱的有

效措施除水利措施以外, 中北部干旱半干旱区主要

还是深耕蓄水, 打耱保墒, 变伏雨为春墒, 才能保

证马铃薯按时下种, 达到出苗整齐, 为高产打下良

好基础。

在深耕改土 蓄水保墒的 同时 , 合理轮 作倒茬

在马铃薯生产中很重要。因 马铃薯一生 中需钾最

多 , 在生育期间大量从土壤 中吸取钾 素 , 若茬口

连的太紧 , 土壤中的钾就大 量耗失 , 影响 马铃薯

的正常发育和产量。据测定对口茬( 同一块地隔一

年 种 一 年 马 铃 薯) 土 壤 速 效 钾 0~20 cm 土 层 内 为

1.14 ×10- 4 mg·L- 1, 产量为 1 435 kg·667 m- 2, 而轮

作年限较长的地块 , 速效钾为 1.56 ×10- 4 mg·L- 1,

比对口茬高 36.8%, 马铃薯产量 1658 kg·667 m- 2,

比 对口茬增 产 15.5%。 因 此 , 马 铃 薯 选 茬 应 避 免

连作和对口茬。选择前茬小麦、豆类 、苜蓿等茬

口 , 轮作年限至少在 3 年以 上的地块为 好。对口

茬应增施大量草木灰和钾 素化肥 , 以弥 补土壤钾

素的不足。

3 增施优质有机肥料, 科学施用化肥

马铃薯是需 肥较多的高 产作物 , 同时 根系微

弱 , 要夺取高产高效 , 就得增 加施肥量和 科学施

肥 。 而 我 市 的 土 壤 养 分 状 况 是 氮 不 足 , 磷 奇 缺 ,

钾尚可。所以在增施农家肥的前提下( 特别在农家

肥量少质差时) , 增施氮素对提高马铃薯产量有显

著 作 用 。 在 马 铃 薯 氮 、 磷 、 钾 三 要 素 的 要 求 中 ,

氮仅次于钾 , 增施氮素 增产的主 要原因是加 速茎

叶生长 , 增大叶面积 , 防止早衰 , 延 长光合作 用

时间 , 有机物制造多 , 干 物质积累多 , 形成了高

产。

马铃薯虽需 磷不多 , 但在 我市土壤中 速效磷

极缺的条件下 , 马铃薯生产 中增施速效 磷不但提

高块茎淀粉含量 , 并且增产 效果显著 。磷肥肥效

及 施 用 方 法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 施 速 效 磷 2.5 kg·667

m- 2 作基肥比不施的增产 6.9%, 差异显著, 同时施

磷 区 马 铃 薯 块 茎 淀 粉 含 量 比 未 施 的 提 高 0.25%~

1.2%。

速效钾虽然 在我市土壤 中含量比较 丰富 , 但

通过巧施钾肥可以加强马 铃薯植株的 代谢过程和

增强光合强度 , 延迟叶片 衰老进程 , 促进植株体

内蛋白质、淀粉、纤维素及 糖类的合成 , 可使茎

秆增粗 , 减轻倒伏 , 增强抗病 能力。据定西 市农

技站 2004 年在安定区大坪村试验 , 随着速效钾施

用量的增加产量呈直线上升趋 势 , 但当氧化 钾施

用量达到 6 kg 以后经济效益迅速下降 , 以 667 m2

施氧化钾 5 kg 的经济效益最高 , 产投比为 3.31: 1

( 详见表 1、2) 。

总之 , 在增施农家肥的基础上 , 施用速效氮、

磷、钾肥料对马铃薯增产十分有利。但在施用原则

上, 应因地制宜, 按照经济有效无公害的原则, 以

最佳的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有条件的地区还

可以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在速效肥料的施用方

法上 , 速效肥作底肥时应与农家 肥均匀混合 后再

施, 尤其是速效磷肥易被土壤固定, 降低肥效, 所

以速效氮肥有条件的农户可 2/3 作底肥 , 1/3 作追

肥施用效果更好; 速效钾肥应根据地力和资金状况

巧妙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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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的试验结果表明: 在种植密度一定的

情况下, 中北部干旱半干旱区的建议最佳经济施肥

量是速效氮 10 kg, 速效磷 8 kg, 速效钾 5 kg, 其

施肥比例是 N ∶P2O5 ∶K2O=1 ∶0.8 ∶0.6, 最佳经济

产量为 1 678.4 kg·667 m- 2, 产投比为 1 ∶3.3; 南部

高 寒 阴 湿 区 的 建 议 最 佳 经 济 施 肥 量 是 速 效 氮

9.2 kg, 速效磷 6.8 kg, 速 效 钾 6.0 kg, 施 肥 比 例

是 N ∶P2O5 ∶K2O=1 ∶0.74 ∶0.65, 最佳经济产量是

2124 kg·667 m- 2, 产投比为 1 ∶3.72。

4 合理密植

马铃薯是块茎中耕作物, 在选用良种、深耕施

肥的基础上, 要正确解决马铃薯个体与群体生长之

间的关系 , 即单株与每 667 m2 总株数的关系。不

仅要使单株通风透光良好 , 又要 有一定的营 养面

积 , 保证单株高产 , 而且还要 最大限度的 利用地

力、肥力, 充分发挥群体的增产作用。目前我市马

铃薯产量不高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 但种植普遍

偏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特别是中北部干旱半干旱

区, 据调查, 大部分地块每 667 m2 保苗在 2 500 株

左右。如 2004 年我们对安定区青岚乡华岔村调查,

普遍每 667 m2 保苗在 2 000~2 500 株之间。多年的

试验证明: 定西市不管东西南北, 马铃薯每 667 m2

保苗必须在 3 500~4 500 株之间 , 才能获得较高的

产量和最佳的经济效益。

4.1 充分利用土壤水分

由于合适的密度可使马铃薯适时封垄, 减少蒸

发, 充分利用土壤水分。试验证明, 在马铃薯整个

生育期间 , 密度 以 3 500~4 500 株·667 m- 2 的土壤

含水率都较高 , 而 5 000 株的由于密度过大 , 植株

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多, 同时叶面蒸腾强, 土壤含水

率降低, 密度愈大土壤水分愈少, 受旱愈严重。

4.2 能充分利用光能，有利于干物质积累

据报道 , 作物干物质的 90%~95%是来自光合

作用, 而合理密植既能保持一定的绿叶面积, 又不

使茎叶过密徒长。据试验, 不同密度在盛花期的叶

面积系数为 2.360 的较为合适。

4.3 能协调群体与个体发育

试验资料说明, 虽然单株产量和大薯比例随着

密度的增加而依次降低, 小薯的比例随着密度的增

加而增加 , 密度超过 5000 株 , 产量就显出下降或

不稳定趋势。

上述资料充分说明, 定西市马铃薯合理的种植

密度为 : 中北部干旱半干旱区 3 500~4 000 株 , 南

部高寒阴湿区 4 000~4 500 株为宜。同时合理的密

植还需合理的株行距配置, 以协调个体和群体的关

系。据试验证明: 从阳光、水分、肥料和肥力利用

情况和产量及薯块大小比例来看, 中北部干旱半干

旱区马铃薯株行距的配置方式以种一空二( 行距 60

cm、株距 25 cm) 为好 ; 南部高寒阴湿区以种二空

二( 宽行距 40 cm、窄行距 25~30 cm、株距 40 cm)

为好。那么, 定西马铃薯要获得较高的产量是否非

要 667 m2 保苗界定在以上范围内不可呢? 在雨水

充足、施肥水平高、田 间管理措施 好的特殊情 况

下 , 稀植也可同样获得较高的产量。如 2004 年安

定区青岚乡大坪村整薯坑种的马铃薯每 667 m2 保

苗 2 500 株, 平均产量达到了 1802.8 kg, 较对照种

一 空 二 保 苗 3 500 株 的 增 产 25.1% ; 堆 栽 的 保 苗

2 000 株 , 平 均 每 667 m2 产 量 达 到 了 1 544.4 kg,

较对照增产 7.1%。

5 加强田间管理, 防治病虫害

防治病虫害, 加强田间管理是达到苗全苗壮夺

取高产的重要保证。威胁我市马铃薯生产的虫害主

处理
增产量

( kg/667m2)

增产值

( 元/667m2)

钾肥用量

( kg)

新增投入

( 元)
产投比

K2O 3 kg 91.6 45.80 10.0 20.0 2.29 ∶1

K2O 4 kg 170.8 85.40 13.3 26.6 3.21 ∶1

K2O 5 kg 220.8 110.40 16.7 33.4 3.31 ∶1

K2O 6 kg 229.1 114.55 20.0 40.0 2.86 ∶1

K2O 7 kg 233.3 116.65 23.3 46.6 2.50 ∶1

处理
小区平均

产量( kg)

折合产量

( kg/667 m2)

比对照增

产( kg)

增产率

( %)
产量排序

K2O 3 kg 166.0 1383.3 91.6 7.1 5

K2O 4 kg 175.5 1462.5 170.8 13.2 4

K2O 5 kg 181.5 1512.5 220.8 17.1 3

K2O 6 kg 182.5 1520.8 229.1 17.7 2

K2O 7 kg 183.0 1525.0 233.3 18.1 1

CK( 不施) 155.0 1291.7 - - 6

表 2 钾肥不同用量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表 1 钾肥不同用量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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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建立无公害春马铃薯基地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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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马铃 薯是生产出 的马铃薯中 有害有毒

物质含量控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规 定

的允许范围内 , 确保人体安全健 康的马铃薯 。其

产 品 要 达 到 三 个 不 超 标 , 一 是 农 药 残 留 量 不 超

标 ; 二是硝酸盐含量不超标 ; 三是“ 三 废”等有害

物质不超标。从马铃薯播种到出售的 生产过程中

要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 , 保证产品 能依照上述 的

标准 , 为消费者提供无污染的安 全、优质、营养

的马铃薯。

1 发展无公害马铃薯的有利条件及生产意义

1.1 德化县建立无公害马铃薯基地的有利条件

根据农业部对德化县无公害基地进行土壤、水

源检测, 现已有上涌、国宝、赤水等 13 个乡镇符

合无公害标准。

1.1.1 地理条件

福建省戴云山脉的主峰在德化县境内, 其山高

气爽 , 山青水秀 , 森林覆盖率高 , 工业污染源少 ,

为无公害马铃薯生产提供有利的地理位置 ; 晋江、

闽江水域源头之一在德化县内 , 因此 通过长期环

境严格要求和治理 , 水质较优 , 水源 无污染 , 为

无公害马铃薯生产提供有利的水源灌溉保证。

要有蛴螬、蝼蛄和金针虫 , 播前可 667 m2 用 50%

辛硫磷乳油 300 mL, 拌 细沙土 30 kg 施入 土内即

可达到满意的防治效果。病害主要是黑胫病、晚疫

病和病毒病等, 防治病害除选用抗病品种的脱毒种

薯外, 采用刀具消毒、选用健康无病的种薯、整薯

播种和田间拔除中心病株等, 同时防治晚疫病可采

用化学防治办法, 在病害发生初期用杀毒矾、杜邦

克露、代森锰锌和甲霜灵锰锌交替使用 , 每 7~10

d 喷药一次, 连喷 3~5 次即可得到有效控制。

马铃薯播种后 , 对田间管理工作要环环紧扣 ,

抓紧时间 , 适时做好 , 才能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据试验结果表明: 用稀土旱地宝浸种的马铃薯可提

早出苗 5 d, 出苗率提高 15.2%, 枯萎日期延长 10

d, 单株产量增加 93 g, 平均 667 m2 产达到 1 739.2

kg, 较对照增产 23%。田间管理还包括苗前耙耱、

查苗补苗、中耕锄草、追肥培土等工作。这些工作

只要做到早、细、适, 效果就显著, 否则收效甚微

或适得其反。马铃薯播种到出苗一般要经过 30 d

左右, 苗前耙耱不但能破除土壤表层板结, 促进空

气流通, 提高土温, 促进出苗, 又可减少土壤水分

蒸发。据松土试验结果表明: 0~20 cm 的土壤含水

率, 松土的 17%, 未松土的 15.6%, 松土的较未松

土的相对提高 1.4%。又据稀土微肥追施试验结果

表明: 马铃薯在现蕾开花期喷施稀土微肥的苗高增

加 0.4~5.6 cm, 枯萎期推迟 4~9 d, 单株结薯增加

0.3~0.5 个 , 单株产量提高 80~130 g, 增产率达到

10.7%。

培土对马铃薯增产效果非常显著。据试验, 培

土的比不培土的增产 22%。而目 前我市相当 一部

分马铃薯不培土, 特别是中北部干旱半干旱区, 原

因是种植面积大, 外出务工多, 在家劳动力少, 加

之株行距配合不当, 根本无法培土。另外有一部分

群众培土时不视墒情培土, 不适时培土, 不但浪费

人工而且还造成减产。要解决培土的问题, 首先要

缩小株距, 扩大行距, 其次要做到花前培土, 抢墒

培土, 才能达到节本、增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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