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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U: 朱丹玉( 1965- ) , 女 , 湖南省澧县农业局粮油站农

艺师 , 主要从事粮油作物推广工作。

马铃薯传统的栽培方式是旱地播种、覆土栽培。

近几年, 我们通过多点试验示范, 使稻田免耕及稻

草全程覆盖种植秋马铃薯新技术获得成功。该技术

简便易行、省工节本、增产增收, 是一项实用的轻

型栽培技术 , 达到了高产、优质、低耗、无污染、

加速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目标, 显示了社会和经济

的双重效益, 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推进稻田耕作

制度改革, 发展高效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主要栽培技术

1.1 VW)*, BXYZ
选择水源较好、排灌方便的中稻田或一季晚稻

田, 尤以沙性较强的稻田最好。水源较好的地方在

水稻散籽时即可晒田, 疏通围沟, 争取季节。

中稻或一季晚稻收割后即可整地。按南北向开

沟 作 厢 , 厢 宽 1.6 m 或 2.0 m, 沟 宽 1.5 m, 沟 深

1.5 m, 厢沟内挖出的泥土堆放于厢面并耙碎 , 使

厢面略呈龟背形。清除田间高大杂草或杂物, 小草

或稻草可不理会, 且不施除草剂。

1.2 [\]^
1.2.1 选用良种, 催芽

选用东农 303、中薯 3 号、克新 4 号、荷兰 15

等生育期短、块茎膨大快、商品性好的品种, 667 m2

用种量 150～200 kg。一般选 25～30 g 的小整薯作种。

播种前 10～15 d( 即 8 月中下旬) , 用湿润黄土或

湿沙堆催芽。在阴凉背风处摊一层土( 沙) , 上摆一层

马铃薯种, 依次堆码摆 3～4 层为宜, 表面再盖一层黄

土( 沙) 。保持湿润( 水分不宜过多, 以防腐烂) 10～15

d, 催好芽即芽长 1 cm 左右时为止, 力争芽齐芽壮。

1.2.2 切块, 播种

大薯种应纵切成四面体, 避免切成薄片。每块

重 25～30 g, 切口距芽( 眼) 1 cm 以上 , 保证每块有

1～2 个正常芽眼或 1～2 个健壮的芽。将切块用 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 250～500 倍液浸一下, 稍晾干后抹

草木灰, 预防病菌感染, 隔日和小整薯一起播种。

8 月底至 9 月上旬播种, 每厢播 4～5 行 , 行距

30～40 cm, 株距 25 cm, 厢边各留 20 cm。每 667 m2

密度为 7000 株左右。将种薯芽( 眼) 向上, 均匀摆在

稻茬边的土面上, 切忌直接摆放在稻茬上或杂草上。

5.2 _‘、b‘、c‘
秋马铃薯生 育期短 , 应促 其早生早发 提高 单

产。出苗后及时中耕、补苗 , 力 争全苗。出苗 时

进行第一次中耕施肥 , 用二齿耙将 畦面锄松 , 后

每 667 m2 用 腐 熟 人 粪 尿 500~600 kg, 加 尿 素 5~

6 kg 加水薄施 , 以后隔 7~10 d 要做好“ 扎脚肥”,

可 用 500 kg 草 木 灰 加 人 畜 粪 结 合 中 耕 除 草 、 培

土 覆 盖 , 培 土 厚 度 7~10 cm 之 间 , 不 能 弄 伤 植

株。秋季气候比较干燥应注 意浇灌水以 满足生长

需要。

6 病虫害防治

秋马铃薯病害主要有晚疫病和青枯病, 在马铃

薯生长中期, 要经常深入田间调查, 发现病害, 马上

防治, 特别是高温天气, 雨后天晴易发病, 应及时防

治, 晚疫病用 80%克露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雾或

53%金雷多米尔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65%蓝保

可湿性粉剂 600 倍喷雾防治, 农药轮换使用效果较

好。青枯病可用代森锰锌防治, 发现病株立即拔除,

并用石灰进行病穴消毒, 防止漫延, 控制发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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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马铃薯生育期短 , 且由于覆盖稻草操作不便 ,

因此 , 应一次施足基肥 , 不追肥。每 667 m2 施优

质腐熟的土杂肥 2 000～3 000 kg 或进口复合肥 1 包

( 50 kg) 。土杂肥盖施在种薯上 , 而复合肥则点施

在离种薯 5～8 cm 的株距间。复合肥不可与种薯直

接接触或过分靠近, 以免烂薯缺苗。

1.4 %&’(
每 667 m2 盖干稻草 1000 kg 左 右 , 盖 草 厚 度

8～10 cm。稻草应整齐、均匀地铺满整个厢面 , 不

留空。因为稻草过厚出苗迟缓, 苗子瘦弱; 稻草过

薄容易漏光 , 绿薯率高 , 商 品性差 ; 稻草 交错缠

绕 , 会出现“ 卡苗”现象。

1.5 )*+,
田间管理以水的排灌为工作重点, 一般不再施

肥、用药和施用除草剂。播种后如遇干旱, 应酌情

沟灌跑马水。水层宜浅, 以草不漂浮为度, 并及时

排水落干, 以保证新稻草吸水腐烂和田间湿润, 促

正常出苗、齐苗, 满足薯块生长需要。相反, 稻草

腐烂后保水性增强, 遇连阴雨要注意排水。

1.6 -./0
正常情况下 , 12 月上中旬开始收获。因薯块

生长在土地表面, 很少入土, 拨开稻草即可拣收马

铃薯。根据市场行情和劳力状况, 可一次性采收或

分批采收, 分批采收的, 将稻草轻轻拨开采收大薯

块, 再将稻草盖好让小薯块继续生长。

2 效益分析

2.1 123456789:;
①稻田免耕 栽培不需要 破土翻耕 , 易 于保护

土壤耕作层中大量的微生物和腐殖质 。②前茬作

物留下的植物秸秆如稻草、稻蔸覆盖 在土面 , 防

止因耕作不当而造成土壤侵蚀。

2.2 <2345=>?@A23
秋马铃薯稻田免耕及稻草全程覆盖栽培新技术

彻底改变了马铃薯传统的栽培方法, 变“ 种薯”为“ 摆

薯”, 变“ 挖薯”为“ 拣薯”, 省去了翻耕整地、挖穴下

种、中耕除草和挖薯等诸多工序, 省工节本, 简便

易行, 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2.3 ABCD, FGHI
一般栽培马铃薯 667 m2 稻田需要 1000 kg 左右干

稻草覆盖。由于稻草覆盖地面, 在富氧条件下微生物

大量繁殖, 经过一个生长季节的日晒雨淋, 大部分稻

草特别是接近土面的部分已经不同程度地腐熟了, 腐

烂的稻草为马铃薯的生长提供了养分, 而尚未完全腐

烂的部分及马铃薯绿色植株也较容易翻压入土或堆肥

还田, 因此该方法既能很好地解决稻草处理的问题,

变废为宝, 又可以培肥土壤, 提高地力, 减少化肥用

量,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2.4 JKL):;MNOP
一季优质晚稻+秋马铃薯是稻田改制的又一种植

模式, 该模式将推进粮经、粮肥等种植结构的调整。

2.5 QRSTUVWXY
据试验、示范结果表明, 从整地、播种到马铃

薯收获, 除了加强田间水分管理外, 没有施用任何

农药和除草剂, 因此是一种无公害栽培, 生产的农

产品是安全的绿色食品。这是因为: ①一季优质晚

稻连作一季秋马铃薯, 实行水旱轮作, 大大减轻了

稻、薯两种作物的病虫害。② 8～10 cm 厚的稻 草

层有调节土面温度的作用, 马铃薯不易发病。一方

面秋季播种虽然气温偏高, 但稻草可以隔热 , 晴天

土面温度可以比无稻草覆盖的低 2.8℃左右 , 晚秋

又可保温防冻; 另一方面, 稻草覆盖土面的昼夜温

差和晴雨温差都不及地膜覆盖变化幅度大, 因此不

易发病。③脱毒马铃薯种的大量选用, 使马铃薯晚

疫病、青枯病等主要病害得到了有效预防。④稻草

全程覆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杂草生长, 从整地到

收获不需施用除草剂或人工除草。

2.6 Z[\]^_‘a
马铃薯营养丰富, 粮、菜皆宜, 且耐长途运输。

秋马铃薯 8 月底至 9 月上旬播种, 12 月中旬至来年 2

月份收获上市, 满足元旦、春节期间蔬菜市场的需求,

而我省地处版图中部, 信息灵通, 交通发达, 可将富

余薯销往全国各地。因此, 大力推广这一新技术, 既

发展了粮食、蔬菜生产, 又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2.7 bcdefg
据我们对全县 6.67 hm2 示范田进行经济效益调

查, 平均每 667 m2 生产鲜马铃薯 1585 kg, 按市均

价每公斤 1 元计算, 667 m2 获产值 1585 元, 除去物

化成本 260 元 , 667 m2 净产值 1325 元 , 比传统的

马铃薯栽培方法产值、净产值分别增加 534 元、714

元 , 经济效益显著 , 而且 , 该技术生产的马铃薯 ,

薯块整齐, 薯形圆整, 表面光滑, 色泽鲜嫩 , 破损

率低, 商品性好, 经济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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