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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 福安市内

陆山区溪潭镇积极发展冬种农业, 脱毒马铃薯成为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物。2004 年种植面积 0.03

万 hm2, 总产 456.9 万 kg, 产值 443 万元 , 是福建

省闽东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马铃薯脱毒后恢

复了原有的优良种性 , 还应采取相应的农艺措施 ,

才能充分发挥脱毒马铃薯的增产潜力, 获得丰产丰

收。试验表明, 脱毒马铃薯高产配套栽培技术与传

统栽培技术相比, 产量提高了 36.7%, 商品率也由

原来的 72.6%提高到 86.1%, 现根据本地高产栽培

经验, 结合我们的试验示范, 将脱毒马铃薯高产配

套技术介绍如下, 供同类地区借鉴。

1 品种选择

在闽东北内陆山区、沿海平原等霜期短的中低

海拔地区, 宜选择质优的中早熟或早熟品种; 还应

根据病虫发生及流行规律, 选择适宜的抗病虫力强

的品种和种植时期, 以抵抗或避开病虫危害, 减少

损失。适宜本区种植的品种有紫花 851、克新 3 号

和中薯 3 号。

2 种薯准备

2.1 选 薯

应选择具有该品种特征、薯块完整、无病斑、

无冻伤、表皮光滑、芽眼匀称、大小一致的茎块 ,

每个种薯标准重为 50~60 g。

2.2 消 毒

为了防止病 害发生或外 地引入的种 薯带病传

染 , 在催芽前应进行消毒处理, 对疮痂病和黑胫病

可用 40%福尔马林 200~250 倍稀液浸种 20~30 min,

浸后捞出闷 6~8 h; 对黑痣病 , 可用 0.5%的硫酸铜

溶液浸种 2 h; 对软腐、环腐、青枯等细菌病害 ,

用 8 g 农用链霉素粉剂加水 30~50 cm 浸种。

2.3 催 芽

脱毒马铃薯宜整薯带芽播种。催芽一般在播种

前 20 d 用药剂浸种 , 可用( 20~30) ×10- 6 的赤霉素

液浸种 20~30 min, 浸种后放在湿沙中催芽。为避

免染有青枯病、环腐病等病害的块茎混入, 病区应

采用喷雾处理种薯, 即用 5 ×10- 6 赤霉素和 1%硫脲

混合剂喷雾催芽效果更好 ; 待芽长到 1~2 cm 时进

行播种。

3 适期播种

一般当土壤 10 cm 深处的地温稳定在 7~8℃时

播种。闽东北平原区在 12 月下旬至 1 月上旬播种,

半山区、山区在 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播种。播种时

选择土壤疏松的中上等 肥力地开沟 播植。株行距

( 27~33) cm ×( 33~40) cm, 播 种 沟 深 20~25 cm;

种薯置于播种沟内 , 覆土厚度为芽尖距土面的 3~

5 cm。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底墒和土壤肥力满足出苗

的需要, 同时有利于提高地温, 应施好底肥, 每公

顷施用腐熟农家肥 45 t、尿素 150~225 kg, 过磷酸

钙 450 kg、硫酸钾 150 kg 或草木灰 2 250 kg。在耕

地时喷施 50%的辛硫磷乳剂 1 500 倍液 , 防治地下

害虫。

4 播后管理

4.1 合理施肥

脱毒马铃薯长势旺 , 对 N 肥较敏感 , 易造成

徒长, 施肥应掌握增施有机肥, 少施化肥, 以基肥

为主, 追肥为辅, 控 N、稳 P、补 K 的原则。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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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小麦、玉米是山东省日照市的主要粮油

作物, 日照市是山东省花生主产区, 种植方式以春

花生—小麦—夏玉米两年三作为主。这种种植制度

对耕地和光热资源的利用率不高, 春花生播种前闲

置, 影响农民增收。为此, 我们根据不同作物的生

长发育规律和市场需求 , 研究探索不 同的种植模

式, 从中筛选出了早春覆膜马铃薯—覆膜花生—小

麦—玉米两年四作种植技术模式。

1 主要特点

( 1) 提高了对土地和光热资源的利用率。覆膜

马铃薯于 2 月中下旬播种, 5 月底收获 , 不影响花

生播种。

( 2) 使花生、小麦 的播种时间 更加科学合 理 ,

有利于提高产量和品质。马铃薯收获后在 6 月初抢

播覆膜花生, 花针期在 7 月份, 这样可使花针期与

主汛期吻合, 减少干旱对花生开花下针的影响; 同

时避免因花生早播而形成两茬果 , 减少芽果、烂

果、伏果等, 减少黄曲霉毒素污染, 提高品质。花

生于 10 月上旬收获后播种小麦 , 正是日照市小麦

最佳播期( 10 月 5~15 日) , 避免了早播带来的不利

影响, 有利于培育壮苗, 打好高产基础。

( 3) 覆膜马铃薯栽培操作易行, 农民较易接受。

播种时间正是农闲季节, 劳力充裕。

( 4) 市场前景好 , 经济效益高。早播覆膜马铃

薯弥补了市场缺口 , 供 不应求。667 m2 产 量可达

1 500 kg 以上 , 667 m2 收入 1 500 元以上 , 纯收入

1 000 元以上。在传统两年三作的基础上 , 增收一

季马铃薯, 是农民增收的一条新路子。

2 播前准备

2.1 选择地块

马铃薯、花生都是地下结实作物, 对土壤通透

性要求较高, 同时, 因两种作物覆膜栽培, 对土壤

肥力要求也较高。前茬为玉米 、地瓜等非 豆科作

究 , 马铃薯在整个生育期间吸收 N、P、K 的比例

为 2 ∶1 ∶4。苗期追肥每公顷用 4 500 kg 清粪水或

150 kg 尿素或 300 kg 硫酸钾。现蕾末期至开花期是

马铃薯块茎膨大期 , 生长中心全部 转向地下 , 此

时, 马铃薯吸收的 K 肥比块茎形成期多 1~2 倍, 补

K 的主要是每公顷叶面喷施 0.3%含 B 和 MO 的复合

磷酸二氢钾 1125 kg 或 7%草木灰浸出液 2250 kg。

4.2 生化调控

现蕾期是马铃薯的块茎形成期, 也是对水、肥

最敏感的时期。如肥水较充足或雨水较多, 会发生

旺长现象; 当植株高达到或超过 90 cm 时, 要叶面

喷施 800~1 000 倍的矮壮素 , 或 700~1 500 倍的多

效 唑 , 或( 50~100) ×10- 6 缩 节 胺 , 可 控 制 植 株 徒

长, 以减少茎叶养分过多消耗, 有利在块茎形成期

使养分向块茎转运而增重, 从而起到“控上促下”作

用。

4.3 防病治虫

脱毒马铃薯 的主要害虫 有蚜虫 , 可用 40%氧

化乐果乳剂 1 000 倍液喷雾防治; 主要病害是晚疫

病 , 可 在 现 蕾 期 喷 施 25%瑞 毒 霉 可 湿 性 粉 剂 600

倍液 , 防治 3~4 次; 青枯病可用农用链霉素防治 ,

环腐病主要以农业防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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