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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双垄面集雨全膜覆盖栽培技术是榆中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 2003 年在实施农业部《2003 年旱

作节水财政专项》项目中 , 针对旱作农业主要依靠

自然降水 , 而总降雨量的 60%～65%无效蒸发 , 特

别是一些微小降雨无法充分利用的现实。对玉米地

膜覆盖栽培的起垄、覆膜、播种形式反复试验探索

形成的。该技术将膜面集雨、覆盖抑蒸、垄沟种植

融为一体, 具有明显的集雨蓄水、抑蒸保墒、增产

增收的效果, 是旱作节水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实

用技术。为此 , 我们在马铃 薯作物上进 行了的试

验 , 探索具有明显的蓄水、保墒、增产效果的全膜

覆盖栽培模式, 为大田生产提供依据。

1 技术优点及示范效果

该项技术集膜面集雨、覆盖抑蒸、垄面( 垄沟)

种植技术为一体。其主要优点:

( 1) 通过大小双垄全地面覆盖地膜, 充分接纳

马铃薯生长期间的全部降雨 , 特别是春季 5 mm 左

右的微小降雨, 通过膜面汇集到集雨沟, 有效解决

旱作区因春旱严重影响播种的问题, 保证马铃薯正

常出苗。

( 2) 全膜覆盖能最大限度的保蓄马铃薯生长期

间的全部降雨, 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 保证马

铃薯生育期内的水分供应。

( 3) 全膜覆盖早期能够提高地温, 增加有效积

温, 延长马铃薯生育期, 有利中晚熟品种发挥生产

潜力, 具有明显增产效果。

( 4) 投 资 少 , 见 效 快 , 当 年 投 资 , 当 年 见

效 , 并且技术操作简单 , 农民易 接受 , 便于 大面

积推广。

2005 年推广面积 15.3 hm2, 2005 年高寒二阴

区示范田平均单产 2168.2 kg, 比对照 1622.1 kg 增

产 546.1 kg, 增产率 33.66%。 半 干 旱 区 示 范 平 均

单 产 1 031.5 kg, 比 对 照( 818.6 kg) 增 产 212.9 kg,

增产率 26%。

2 栽培技术要点

2.1 地块选择

地块宜选择地势较为平坦、土壤肥沃、土层较

厚的梯田、沟坝、缓坡( 15°以下) 旱地 , 前茬以豆

类、小麦等茬口为佳。

2.2 深耕蓄墒

前茬作物收获后 , 伏天深耕晒垡 , 接纳降水 ,

熟化土壤。秋季畜力深耕, 耕后打耱收墒, 要求达

到地面平整, 土壤细绵、无坷垃, 无前作根茬。

2.3 土壤处理

一是地下害 虫防治 : 地下 害虫危害严 重的地

块 , 在整地起垄时每 667 m2 用 40%甲基异柳磷乳

油 0.5 kg 加细沙土 15 kg, 制成毒土后撒施。二是

膜下除草 : 整地起垄时用 50%的乙草胺乳油 全地

面均匀喷雾, 然后覆盖地膜。乙草胺除草效果受土

壤湿度影响很大, 土壤湿度较大、温度较高的地区

旱地或地膜覆盖田每 667 m2 用本剂 50～70 g, 兑水

30 kg, 寒冷地区的旱田每 667 m2 用本剂 150～200 g,

兑水 40～50 kg。

2.4 起垄覆膜

大小垄共宽 120 cm。每个播种沟对应大小两

个集雨垄面, 大小垄相接处为播种沟。垄沟宽窄要

均匀 , 垄脊高 低 一 致 。 小 垄 50 cm, 大 垄 70 cm。

自 制 小 行 50 cm、 大 行 70 cm 的 划 行 器 划 行 后 ,

用步犁沿划线向大行中间翻耕起 大弓形垄 , 垄 高

20 cm。 将 起 大 垄 时 的 犁 壁 落 土 沿 犁 沟 用 手 耙 刮

至 两 小 垄 间 , 整 理 成 小 垄 , 垄 高 10 cm。 然 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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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cm 地膜全膜覆盖, 两膜相接小垄中间, 用土压

实, 每隔 2 m 横压土腰带。在垄沟打孔破膜纳雨。

缓坡地沿等高线开沟起垄。覆膜时间可在播前

20～30 d 进行 , 以利保墒和积蓄春雨 , 提高土壤含

水量, 有利出苗。

2.5 施 肥

以农家肥为主 , 配施化肥。一般 667 m2 施有

机肥 5 000 kg, 667 m2 施磷肥 40～50 kg, 尿素 20～

25 kg, 硫酸钾 20 kg。

2.6 播前准备工作

( 1) 选 种 : 选 用 适 合 当 地 气 候 条 件 、 优 质 高

产、适应性强、抗病性强、耐贮藏、耐运输、结薯

集中、商品性好的脱毒种薯如陇薯 3、5、6 号、抗

疫白、新大坪等 , 选好品种 后要剔除病 、烂、伤

薯 , 繁种田要剔除杂株, 以减轻田间缺苗去杂的压

力。

( 2) 晒种: 将马铃薯种薯在平坦的土质场上或

院落上摊开, 晒种 2～3 d, 忌在水泥地上晒种。

( 3) 切块与切刀消毒: 种薯切块不宜过小 , 切

块重量不低于 30 g, 每块带有 2 个以上的芽眼。切

块时如发现病薯、烂薯, 立即扔掉, 并进行切刀消

毒 , 以防切刀传染病菌。种薯切块后在 17~18℃和

80%~85%的 湿 度 条 件 下 保 持 3~5 d, 使 切 口 木 栓

化, 以避免播后烂块缺苗。

( 4) 整薯播种: 小整薯具有生命力强、抗旱性

强、易发芽、幼苗健壮、避 免病菌交 叉感染等特

点, 生产上应提倡优先选用小整薯作种薯。脱毒种

薯用 20～25 g, 常规种薯采用 50～70 g 的小整薯进

行播种。在同等条件下, 整薯播种比用切块种薯播

种增产 20%以上, 增产效果很显著。

2.7 合理密植

种植密度根据地域控制 , 肥力较高的川台地、

梯田地 , 株距为 30～32 cm, 每 667 m2 保苗 3 500～

4000 株, 肥力较低的旱坡地株距可适当放宽到 32～

37 cm, 每 667 m2 保苗 3000～3500 株。一般是阴湿

区密植, 干旱地区宜稀。播种深度约 15～20 cm。

依据试验结果, 旱地马铃薯双垄面集雨全膜覆

盖栽培技术有垄沟或大垄侧 2 种种植方式。采用那

种方式根据当地的降雨情况, 一般降雨多的地区播

种在大垄侧行距 45～50 cm, 防止积水过多 , 引起

减产或造成块茎腐烂; 对于降雨偏少的干旱地区应

播种在垄沟, 有利于充分利用降雨, 提高产量。

2.8 田间管理

( 1) 苗期管理: 对于全膜覆盖栽培, 出苗期间

注意观察, 如有苗与播种孔错位, 应及时放苗 , 以

防烧苗。在马铃薯出苗后视情况查苗补苗, 拔出病

苗。这阶段应注意防止地下害虫和蚜虫危害。

( 2) 发棵期、花期及结薯期管理: 在植株封垄

前, 根据长势 667 m2 施尿素 10 kg。追肥要视墒情

而定, 干旱时少用或不用, 墒情好、雨水充足时适

量施用。同时结合施肥拌入 5%甲基异柳磷 1 kg 进

行地下害虫防治。

( 3) 根外追肥: 马铃薯对硼、锌微量元素比较

敏感 , 在开花和结薯期每 667 m2 用 0.1%～0.3%的

硼砂和硫酸锌、0.5%的磷酸二氢 钾、尿素的水 溶

液进行叶面喷施 , 一般每隔 7 d 喷 1 次 , 共喷 2～3

次, 每 667 m2 用溶液 50～70 kg 即可。

2.9 病虫害防治

( 1) 晚疫病 、早疫病 : 在有利发病的低温高

湿天气, 667 m2 用 150～250 g 的 75%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 或用 130～210 g 的 70%代森锰锌可

湿性粉剂 600 倍液 , 或 150～200 g 的 25%甲霜灵可

湿性粉剂 500～800 倍稀释液 , 或 120～150 g 的 58%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 倍稀释液 , 喷施预防 ,

每 7 d 左右喷 1 次, 连续 3～7 次。交替使用。

( 2) 青枯病、环腐 病 : 发病初期 每 667 m2 用

14～28 g 的 72%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4 000 倍液 ,

或 3%中 生 菌 素 可 湿 性 粉 剂 800～1 000 倍 液 灌 根 ,

隔 10 d 灌 1 次, 连续灌 2～3 次。

( 3) 蚜 虫 : 发 现 蚜 虫 时 及 时 防 治 , 每 667 m2

用 25～40 g 的 5%抗 蚜 威 可 湿 性 粉 剂 1 000～2 000

倍液 , 或 10～20 g 的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 000～

4 000 倍液 , 或 10～25 mL 的 20%的 氰戊菊酯乳 油

3300～5000 倍液交替喷雾。

2.10 收获及后续管理

( 1) 收获: 当植株停止生长, 茎叶大部分枯黄

时, 块茎与匍匐茎分离, 周皮变硬, 干物质含量达

最高限度, 即为食用块茎的最适收获期。采收前若

植株没有自然枯死 , 可提前 7～10 d 割秧 , 以便块

茎后熟, 表皮老化防止擦伤, 提高经济效益。

( 2) 分装运输贮藏: 在分装、运输、贮藏过程

中, 应注意轻放, 以防碰破薯块, 要注意防冻、防

晒。避光贮藏防止薯块变绿 , 包装物要清 洁、牢

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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