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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扶余县位于吉林省的东北部, 地处松嫩

平原, 土壤以黑土和黑钙土为主, 土层深厚肥沃, 气

候冷凉, 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马铃薯块茎膨大和干物

质积累。年均降雨量 525.8 mm, 主要集中在5~9 月

份, 土壤及气候条件适宜马铃薯生产。针对当前扶余

县马铃薯生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具体办

法, 以期对我县马铃薯产业发展壮大有所裨益。

1 选地、耕整地

1.1 Z[\]
根据扶余县 种植结构 , 马 铃薯的前作 首选玉

米、谷子、大葱, 其次是大豆、高粱, 不宜选用青

椒、大白菜茬, 种马铃薯有条件的最好是每年进行

轮作倒茬。特别要注意以前除草剂残效危害。

1.2 ^_\]
马铃薯对土壤的要求不严格 , 适宜土壤的 pH

值范围为 4.8~7.0, 尤以土层深厚、肥沃、疏松的

轻质壤土和沙壤土最佳。

1.3 ‘a( b)cd、fgh
深翻或全方位深松土壤, 深度要达到 25 cm 以

上, 但防生土翻上来过多, 精细整地后起 70 cm 宽

垄, 秋耕效果最好。

翻( 松) 前均匀扬撒优质有机肥作基肥, 每公顷

有机肥用量为 40000 kg, 以马粪、羊粪为最佳, 其

次是猪粪, 尽量不用或少用鸡粪、人粪尿。禁止使

用有害的垃圾、污泥及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

目前 , 扶余县马铃薯生产对有机肥重视不够 ,

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 理化性状变劣。田间耕作机

械以小四轮为主, 往返进地次数多, 压地严重, 多

年未进行耕翻作业, 使犁底层上移, 这是目前马铃

薯产量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种马铃薯草木灰

是一种极其优良的基施肥料。

2 品种选择

从扶余县目前马铃薯生产的现状看, 近期应主

要发展鲜食和淀粉加工兼用型品种。根据我们几年

的试验筛选, 在我县表现较优秀的品种主要有紫花

白、克新 13 号、系薯 1 号、冀张薯 3 号( 无花) 等。

如果专事淀粉深加工 , 宜选用克新 12 号、蒙薯 7

号等淀粉加工专用品种。

引起马铃薯种性退化( 低产、品质差) 的根本原

因是各种病毒和类病毒。俗称“ 兔嘴”的块茎绝大

多 数 是 由 纺 锤 块 茎 类 病 毒( PSTV) 侵 染 种 薯 所 致 ,

到正规的科研、教学单位或专业种薯公司购买合格

的脱毒一级良种才是促使马铃薯产量和 品质再上

新台阶的治本之策。

值得一提的是, 扶余县一些薯农总以为开深色

花朵的马铃薯品种比开白花的高产, 有的农户甚至排

斥种白花品种, 其实这是根本没有种学依据的。还有

另一种错误看法认为: 种薯芽眼深的产量高, 其实块

茎芽眼的深浅主要是由品种的特征决定的, 是要遗传

给下一代的, 芽眼的深浅并不是产量的决定因素, 况

且不管做什么用途, 深芽眼都是一个不良性状。

3 种薯处理

播前 30~40 d 种薯出窖, 立即严格挑选一次种

薯, 选留符合本品种块茎特征的薯皮细嫩、光滑的健

康壮龄薯, 堆放到室内 20℃遮光黑暗条件下暖种困

芽, 堆高不超过 30 cm。当尾芽也长出小白芽时, 再

把种薯摊放在明亮的室内或阳光下, 厚度为 2~3 层,

温度保持 12~15℃, 抑制顶芽生长, 促进侧芽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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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勤翻动, 使各面均匀受光, 注意不要碰伤芽。待播

前 4 d 整个薯块的芽大小基本一致时切块, 切块前再

严格挑选一次种薯, 把病薯和非壮芽薯全部甩掉。

切块时 , 准备 两把切刀 , 把 配好的 75%酒精

或 5%来苏儿水或 0.1%高锰酸钾液装入稍大一点的

容器中, 其中一把刀先浸在消毒液里备用, 一旦切

到病薯, 立即换刀, 为防酒精挥发, 容器盖要时刻

盖 严 。 先 在 种 薯 脐 部 薄 削 一 刀 , 有 病 立 即 淘 汰 。

50~60 g 的种薯从顶部芽眼到脐部纵劈一刀 , 一分

为二; 70~90 g 的从顶部到尾部纵切为 3 块 ; 100~

120 g 的纵切为 4 块 , 这样有利于增加带顶芽的块

数; 更大薯块从尾芽端开始切, 按芽眼排列顺序螺

旋形向顶部切 , 每块至少有 1 个中、上部健壮芽 ,

最后顶芽一分为二。要靠近芽眼边缘处下刀, 每个

芽块大小为 25~30 g, 至少带 1 个壮芽 , 薯肉必须

毫无保留地都分到每个芽块里, 块茎相同部位切下

的芽块大小尽量均匀, 由于马铃薯顶部芽眼密, 越

靠近脐部越稀, 所以, 顶部芽块可切小点, 越往脐

部越大点。马铃薯的块茎生长是一种向顶生长, 即

最先膨大的节间是块茎的基部, 最后膨大的节间是

块茎的顶部, 所以块茎的基部芽最年老, 顶芽最年

轻, 切块时应首、尾芽块分放, 分开播种, 以使植

株长势一致。超高产栽培时, 尾芽一般不用。按块

茎在土壤中所处的位置 。可把块茎分 为阴、阳两

面 , 阳面较阴面芽眼略密, 芽眼萌发略早, 幼芽较

为健壮, 生长势也较强, 所以阳面较阴面芽块可切

小点。切块时要甩掉不同肉色的杂薯。切好的薯块

用 934 增产剂拌种后 , 放到温度为 17~18℃, 相对

湿度 80%~85%的库房内 薄摊开 , 4 d 左右 待切面

产生木栓层后立即播种。

提倡采用高密度栽培法专门繁育的脱毒小整薯

( 一级良种) 作种。

对于种薯处 理环节 , 扶余 县所表现的 问题较

多: 不严格挑选种薯, 暖种困芽晒芽做的不够或方

法不当, 切刀不做消毒处理, 切芽方法不规范, 随

意性强, 有留母现象, 芽块有的较小, 播前芽块切

得过早, 失水皱缩, 顶芽有的不切分, 首、尾芽混

合播种, 切好的薯块不肥育等。

4 播种技术

4.1 !"#
扶余县马铃薯产区属雨养农业区, 应使马铃薯

的生长发育和降雨相吻合, 尽量避免薯块膨大的前

期赶在高温季节, 要适期早播, 以不烂种为度 , 耕

层 10 cm 地温稳定通过 7~8℃时为播种适期 , 一般

在 4 月中旬末即可开犁播种。

4.2 !"$%
用深施基肥播种机施化肥作底、种肥并开沟 ,

沟深 15 cm。马铃薯是典型的喜钾作物 , 要求测土

配方施肥, 但也可暂时用撒可富马铃薯专用肥( 12-

8- 20) 400 kg 作底肥、100 kg 作种肥 , 也可使用其

它品牌 BB 肥或自配 , 沟底每公顷条施腐熟有机肥

20000 kg 作种肥并撒辛硫磷毒土, 种、肥隔离 2~3

cm 厚 , 尿素和氯化钾一般不用作种肥。基肥应重

施磷、钾肥 , 但作基肥和种肥的氮肥绝不可过量。

芽朝下摆种, 边点种边踩一下芽块, 盖土厚度以镇

压后芽块到垄顶厚 15 cm 为宜, 适时用重镇压器压

平压实。播种时底墒不足, 必须坐水种, 不可干播

等雨。要求一播全苗、齐苗。

4.3 &’()
中晚熟鲜食薯一般每公顷留苗 55 000 株左右 ,

可视土壤基础肥力和施肥水平、品种特性、水分等

酌量增减 ; 淀粉专用马铃薯一般要求块茎 50~100

g 最佳, 中薯率越高越好 , 所以应较鲜食薯适当加

大密度。

4.4 *+,-
播完种后的 当天 , 在田边 选一小块地 做成平

畦, 取出 10 cm 厚的畦土, 整平畦底 , 并踩硬, 取

少量播种时用的化肥和有机肥, 辛硫磷毒土和畦土

拌匀备用。畦底浇好底水 , 水渗后上铺二层报纸 ,

边铺报纸边在上面块挨块芽朝下摆种, 然后把畦土

全部回填, 畦面用脚踩一遍。

4.5 ./0123
据国内外最 新研究成果 介绍 , 栽 培 马 铃 薯 只

要 施 用 的 氯 元 素 浓 度 在 633 mg·kg- 1 以 下 时 不 会

降 低 马 铃 薯 品 质 , 而 且 还 有 增 产 作 用 , 所 以 栽

培 马 铃 薯 可 以 适 量 施 用 氯 化 钾 [2], 可 按 氯 化 钾 和

硫酸钾 1∶1 配比。

扶余县氮、磷 、钾化肥配比 不尽合理 , 一 般

都没有测土配方施肥 , 有的种肥过大 , 没有隔离 ,

产生不同程度的烧种烧芽现象 , 有干播等雨现象。

播种有的过浅 , 虽然 出苗快 , 但地 下茎短 , 直接

影响匍匐茎萌发的条 数和结薯层 数 , 有的密度 把

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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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间管理

5.1 !"#$%&’()*+
多次铲地容易切断匍匐茎而减产。当芽长 9~

10 cm 时 , 用耢子耢掉垄上表土 3~4 cm , 最好把

垄耢平, 注意不要把芽耢折耢伤。

5.2 ,(-.’/012、45
出苗后拔除病、弱苗并带出田外深埋处理, 尽

早进行查苗坐水补栽。当幼苗长到 6~8 片叶( 约 15

cm 高) 时, 株间追施尿素, 盖土厚度 7~10 cm, 每公

顷尿素用量为 100~150 kg, 然后进行第一次深趟培

土, 培土厚 7 cm, 主要向幼苗基部壅土; 以后进行

第二、第三次趟地培土, 第三次在植株封行前进行大

培土, 这次除向植株基部壅土外, 还要向垄的两侧培

土, 培成宽肩膀的四方头大垄。有条件, 最好进行行

间深松。我县薯区培土表现的问题是既晚又薄。

5.3 6745’89:;<
马铃薯追肥 的原则 : 宜早 不宜晚 , 宜少 不宜

多。扶余县薯农追肥不当主要是使用尿素量偏大 ,

而且追施时期偏晚, 极易造成马铃薯疯秧倒伏, 植

株下部黄叶腐烂, 光合营养分配秩序被打乱, 光合

营养大量被茎叶徒长所消耗 , 块茎结得又少又小 ,

淀粉含量也低。另外, 由于田间枝叶柔嫩郁蔽, 抗

病能力差, 极易造成晚疫病流行, 同时也易招致蚜

虫传播病毒。

膨大素有抑制地上部植株徒长、促进块茎膨大

的作用。使用膨大素必须注意 3 点: ①植株有徒长

趋势时才使用, 遇旱植株矮小则不能用; ②必须在

现蕾末期至开花初期使用; ③严格按说明书要求的

浓度和单位面积用药量使用。膨大素使用不当, 也

会造成减产 , 降低大中薯 率 , 影响薯形 等商品品

质。目前扶余县使用膨大素的三方面问题都存在 ,

应引起重视。

5.4 =>?@ABCDEF5
扶余县马铃薯生产表现突出的问题是: 有的薯

农把每个植株统统只留一个主茎 , 其余全部拔除 ,

这是一种错误做法。田间主茎数减少, 全田叶面积

不足, 光合产物少, 最终导致结薯少、产量低。所

以马铃薯主茎应出多少留多少。对于花多、结实多

的品种, 由于块茎和果实同时发育, 互相争夺光合

营养, 所以这类品种必须摘除蕾、花和果实, 越早

越好。但对于少花和极少结实的品种, 则可放任不

管。摘花摘蕾问题往往被薯农所忽视, 更有的认为

摘除花蕾不能授粉就没办法结薯了, 其实马铃薯生

产的收获物是地下块茎, 块茎属变态茎, 它的生长

发育无需开花授粉, 相反, 摘花摘蕾更有助于提高

产量, 结出大薯。

出苗后 5~7 d 喷施 一次 0.2 %磷酸二 氢钾液。

苗期至现蕾期喷施 1~2 次芸苔素内酯等生 长促进

剂。对于生长正常的植株 , 可不使用。从团棵( 第

8 叶长成) 开始, 每隔 10 d 喷一次 0.2%磷酸二氢钾

+ 1%~2%硫酸镁 + 0.1%~0.2%硫酸锰液 , 共喷 2~3

次。盛花期后喷 2 遍 0.4%~0.8%尿素( 缩二脲含量

< 0.5%) + 0.2%磷酸二氢钾液。叶面喷施植 物生长

调节剂或叶面肥可结合防病治虫进行。我县薯区叶

面施肥问题力度不足。

6 晚疫病

晚疫病同样是扶余县马铃薯生产的主要病害之

一 , 流行年减产严重。2005 年又逢我县晚疫病流

行, 导致过早死秧, 损失严重。面对来势迅猛的疫

情, 绝大多数薯农束手无策, 听之任之, 只有少数

农户施过药, 但也存在明显的药品不对症, 使用时

期偏晚, 喷药时兑水过少, 用药量过小, 喷药次数

少, 间隔时间长, 不能轮换用药。

正确防治晚 疫病要狠抓“ 三早”: 发病前 早预

防, 早发现中心病株, 早打药控制病情蔓延。

防治方法: 带菌种薯是马铃薯晚疫病的初侵染

来源, 严禁从疫区调种。脱毒种薯更易感染晚疫病。

植株封行前每公顷用 80%大生 M- 45WP 商品

量 2.5 kg 兑水往基部叶片喷施一次预防。正常年应

在 7 月 15 日 前 后 在 发 病 前 每 公 顷 再 用 80%大 生

M- 45WP 商品量 2.5 kg 对水喷施一次预防。

马铃薯开花前后最易感染晚疫病。发现中心病

株后立即连同附近的几株连根拔出用编织袋带出田

外烧掉或深埋处理, 然后立即用 30 g 58%甲霜灵·

锰锌 WP 兑水对中心病株外围 6 m 半径植株及中心

病株处的土壤封锁 , 然后再全田喷施( 每公顷商品

用量 2 kg) , 以后每隔 7 d 用药一次 , 58%甲霜灵·

锰锌 WP 和 69%安克·锰锌 WP 兑水轮换使用 , 每

次每公顷用量都是 2 kg, 一般连续施 药 3~4 次就

可控制住病情 , 雨停后迅速施药。中心病株外围 6

m 半径应增加施药次数。最好村屯组织统一施药。

其它注意对蚜虫、马铃薯瓢虫和鼠害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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