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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是 全国的种薯 基地 , 过去每 年向 省

外调 出种薯在 30~50 万 t 左右 , 但近 年来 出 现 外

调种薯滞销 现象 , 调出量 已减少到 10 万 t 以 下 。

其原因是: ( 1) 易感晚疫病品种的费乌瑞它、大西

洋等品种栽培技术不合理 ; ( 2) 农业机 械不配套 ;

( 3) 防病措施不当 , 导致发生晚疫病灾害。农民经

济收入严重受损 , 面积逐年 下降。恰恰市 场需求

量大的种薯均为不抗晚疫病的品种。针 对这一事

实 ,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 索 , 总结出一 套较完善

的易感晚疫病品种( 大西洋、夏坡地、布 尔斑克、

费乌瑞它) 的高产栽培技术措施。目前已在生产上

取得了较好成效。

1 选地选茬

选择土质疏松、肥沃、排水通气良好的漫川漫

岗地为宜。新开发 3~4 年的山地为最佳的 种薯种

植地。有排灌条件的田间无 障碍物 , 便于 机械作

业。切忌选择过酸过粘、低洼及盐碱土壤。最好的

前茬为大豆、小麦、玉米茬。严禁选择喷施过普施

特、豆磺隆、豆乙合剂、豆草除等农药的茬口, 否

则会造严重减产或绝产。

2 整地与施肥

整地质量的 高低与产量 的高低呈正 相关。深

耕 整 地 是 调 节 土 壤 中 水 、 肥 、 气 、 热 的 有 效 措

施 , 黑 龙 江 省 农 民 中 也 流 传 有“ 深 耕 细 耙 , 旱 涝

不 怕 ”的 说 法 。 深 耕 整 地 的 时 间 有 秋 耕 和 春 耕 。

黑龙江一般秋整地 , 秋耕深度 25~40 cm, 因为秋

耕后距离播种时间越长 , 则土壤熟化 得越好 , 早

耕有利于接纳雨雪 , 沉实 土壤 , 也有利 于消灭害

虫 。 要 求 整 平 耙 细 , 耕 层 内 无 植 株 残 根 、 断 株 、

砖、石、瓦块等。随着深 耕时将基肥 、种肥一次

性 条 施 到 15~20 cm 的 耕 层 中 。 有 条 件 的 地 方 最

好有机肥和无机肥混施于土壤中 , 可以有效地 调

节土壤供肥与马铃薯需肥的关系 。一般施有 机肥

45~50 t·hm- 2、N∶P∶K 为 2∶1∶1。在有地下 害虫

的地块采用甲基异硫磷进行土 壤处理 , 667 m2 用

400 mL 兑 水 3~5 kg 拌 入 细 土( 或 面 沙) 撒 入 土 壤

耕层内。为了保证种薯或商品 薯的质量 , 该项措

施必须实行。

3 精选种薯与困种催芽

马铃薯对晚疫病的抗性, 随着种薯代数的增高

而减弱。选择低世代种薯有利于防止 晚疫病的发

生。挑选中等大小, 表面光滑的块茎为最佳。

困种催芽方法: 在播种前 15~20 d 将种薯平摊

在有阳光照射的屋内, 种植面积大, 种薯量大的应

在晾晒场进行困种 , 温度保持在 15~18℃, 块茎堆

放以 2~3 层为宜, 每隔 2~3 d 翻动 1 次薯堆, 使发

芽粗壮。在晾晒场进行困种时每天 8∶00~15∶00 前

晾晒。傍晚都要归成堆盖好, 避免夜间温度低导致

种薯发生冻害。待芽长约 1 cm 时即可切块 播种。

困种的主要作用在于:

①使薯温升高促使其尽快渡过休眠期; ②供给

种薯以足够的氧气, 为幼芽萌发准备条件; ③使薯

堆内水分散失, 促使种薯表面干燥, 抑制病菌的滋

生漫延, 以减少病烂发生; ④促使种薯中失掉一部

分水分, 以便切块时减少切口的水分过多流失,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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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块面愈合; ⑤促使出苗整齐一致。

4 切 块

切块播种时首先应选用绝对健康的无病种薯 ,

其次是薯块必须有一定的大小, 切块不宜过小, 以

免切块中水、养分不足, 影响幼苗发育, 而且切块

过小不抗旱 , 易于缺苗 , 一 般切块重量 不宜低于

25~30 g, 每个切块带有 1~2 个芽眼 , 便于控制密

度 , 切时应切成立体块 , 多带薯肉。不应切薄片、

切小块或挖芽眼留薯肉。一般 50~100 g 重的种薯

可以从顶部到尾部纵切成 2~4 块。如果种薯过大 ,

切块时可以从种薯的尾部开始, 按芽眼排列順序螺

旋形向顶部斜切, 最后再把芽眼集中的顶部一分为

二, 以免将来出苗密集。如果由于精选种薯时疏忽

大意而漏选的老龄薯、畸型薯等 , 均应挑出不切。

且勿切后再因病烂而扔掉不用, 以减少切刀污染的

机率, 切块时如遇病烂薯污染了切刀, 则必须进行

切刀消毒 , 用 500 倍的升汞液 或 95%的工业酒 精

浸泡 10 s 后再用, 以免传染健康种薯。

5 播种时间与方法

播 种 时 间 : 当 田 间 10 cm 地 温 稳 定 在 7~8℃

时, 是马铃薯适宜播种期。南部地区适宜播种期为

4 月 25~5 月 1 日 , 北部地区为 5 月 1~10 日 , 5 月

20 日全省应播种完毕。

播种方法: 黑龙江十年九春旱, 而且低温冷害

重, 因此采取播上垄的方法。即用犁在原垄上开成

其 深 度 10~15 cm 的 浅 沟 , 然 后 把 种 薯 播 在 浅 沟

中, 再把有机肥顺沟施在种薯上, 最后用犁把土覆

到垄顶上合成原垄, 压一遍磙子使土壤与种薯紧密

结合。播种深度即从薯块表面到地表应在 7~9 cm。

播种过深导致地温低, 出苗慢, 易缺苗, 丝核菌溃

疡病严重, 而且不利于收获, 挖掘机负重过大。播

种过浅, 导致出苗快, 块茎易出现青皮, 结薯期地

温高, 块茎膨大速度慢, 降低产量。

6 合理密植

在黑龙江省种植易感晚疫病品种必须采用大垄

密植。生产标准化种薯( 50~250 g) , 种植密度相对

小一些; 为了提高商品率, 商品薯生产种植密度相

对大一些。近几年来试验结果表明: 黑龙江省生产

大西洋种薯的行距为 75 cm, 株距为 18 cm, 是最

佳的株行距。生产夏坡地和布尔斑克种薯的最佳株

行距为 15 cm、90 cm。生产费乌瑞它种薯的最 佳

株行距为 20 cm、75 cm。生产大西洋、夏坡地商

品薯的行距分别为 75 cm、90 cm。大垄的好处是:

有利于通风透光 , 提高光能 利用率 , 减 轻病害发

生 , 增加复土厚度, 在结薯期降低地温, 有利于块

茎形成, 提高种薯或商品薯的产量和质量。

7 田间管理

随合垄随镇压, 避免透风。待杂草或幼苗刚刚

出土时耢一次地 , 随后趟一犁蒙头土( 农民称作拉

墒沟) , 以便提高土温 , 疏松土壤 , 消除杂草 , 促

使早出苗, 出壮苗。幼苗期和发棵期分别进行一次

中耕培土。如果生育期间发生干旱或洪涝灾害, 要

及时灌溉抗旱或及时排水防涝, 否则将造成块茎大

幅度腐烂, 使产量急剧下降。在苗期、盛花期、成

熟期根据苗的长相、花色不同、成熟早晚、发病情

况等进行 2~3 次拔杂去劣。

8 病虫害防治

当植株高度达 20 cm 左右时开始喷施保护剂如

代森锰锌等 , 667 m2 每次用量 80 g, 每隔 7~10 d

一 次 , 喷施 2~3 次。然 后喷 施 克 露 或 杀 毒 矾 2~3

次 , 667 m2 用药量 100~130 g 700 倍液 , 间隔期一

般为 7~10 d, 发病压力增加或多雨季节施药 间隔

期应缩短为 5~7 d。防治马铃薯早晚疫病 , 此药效

果极佳。如果田间发现二十八星瓢虫及草地螟, 用

“ 万灵”防除 , 667 m2 用药量 20~30 g, 对植株及茎

叶两面均匀喷雾。喷药后两小时内遇雨应重喷。田

间发现晚疫病中心病株或植株已达茎叶枯黄期, 应

立即用触杀性除草剂( 克无踪等) 杀秧或割秧并清除

田间, 这样可以避免块茎感染和加快薯皮木栓层的

形成, 有利于防止病害蔓延和运输贮藏。

9 适时收获

黑龙江省生产原料薯一般收获从 8 月中下旬开

始。种薯生产 9 月 20 日左右开始收获。收获过程中

要减少机械损伤, 汰除病、烂、伤、畸形薯。防止块

茎被雨淋湿、受冻和混杂。食用和加工薯避免长时间

日晒变绿, 影响质量。种薯应在田间堆成堆, 每堆大

小不宜超过 500 kg, 盖上土, 厚度 20 cm 左右。放

3~5 d 后按质量要求装袋、称重、外运或窖藏。

几个易感晚疫病马铃薯品种在黑龙江省的高产栽培技术———孙彦良 , 孟兆华 , 夏善勇 , 等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