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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福建闽西属马铃薯栽培上的南方二作区
，

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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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冬春时期马铃薯鲜薯主要供应地之一
，

熟期恰好

填补国内冬春期间马铃薯市场的供应空档
。

为此我

区把发展冬季马铃薯列为农亚种植结构调整的重点
，

由于我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

春季温暖潮湿
，

雨日多
，

非常容易引发马铃薯晚疫病暴发流行成灾
，

因此马铃薯晚疫病成为制约我区马铃薯生产快速发

日一�月 ��日之间
。

播种时注意天气预报
，

保证播

后 ��无雨
。

宁可播在雨后
，

决不播在雨前
，

否

则
，

播后的阵雨高温
，

容易烂种
，

将造成严重的缺

苗断垄现象
。

播种时
，

垄上开沟
，

株距 �����
��

，

芽向上摆放种薯
，

株间施复合肥 ���
一�印 �妙�，。

覆土 ��� 左右
，

一定要盖好芽尖
，

以免被晒干
。

�
�

� 田间管理及收获

夏播马铃薯播后一周左右即可出苗�苗齐后应

抓紧时间进行田间管理
，

铲地 �一�次
，

培土 �一�

次
，
�

、

�月份雨水大时应及时排涝
。

苗期不浇水
，

进人结薯期后灌 �一�次水
。

夏播马铃薯的晚疫病

防治非常重要
，

在 �月份植株生长茂密
，

雨水多的

情况下
，

一定要及早检查
，

发现晚疫病中心病株后

及时处理掉
，

以免传染
。

在 �月中下旬进行晚疫病

的防治
，

每隔一周在叶背面喷施一次 ���倍的瑞毒

霉
，

配合 ��� 倍的杀毒矾防治效果更好
。

在 �� 月

下旬没有霜冻的情况下
，

适时收获
，

妥善保管
。

因

夏播马铃薯在结薯期天气开始变冷凉
，

蚜虫数量明

显减少
，

薯块带病毒较少
，

可以作为次年春季播种

的种薯
。

� 保护地栽培

�
�

� 播前准备

大连地区利用保护地栽培马铃薯多用塑料大

棚
‘ 。

选择无滴膜在 �� 月上旬扣棚
，

施农家肥

��《��卜����� �妙砰
，

在播种前 �一�� �作畦
，

作畦

前应浇水
，

以保证土壤墒情
。

在大棚内吊天幕
，

扣

小拱棚
，

以利保温
。

保护地栽培马铃薯仍应选择早

熟品种
，

才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超白
、

白丰
、

东农 ���
、

费乌瑞它
、

早大白等品种均适宜在大连

地区进行保护地栽培
，

其催芽
、

播种等技术与露地

栽培相同
。

�
�

� 选时播种

在大连地区保护地播种马铃薯的时间应在 �月

下旬至 �月上旬
，

不能盲目提早
。

试验证明
，

在 �

月中旬前播种
，

植株展开 �片大叶时
，

正是大连地

区冬季最为寒冷的时节
，

棚温较低
，

植株生长缓

慢
，

叶片容易受冻害而导致早衰
，

影响产量
。

�
�

� 播后管理及防病

出苗前
，

大棚不放风
，

出苗后
，

晴天上午 �一�

点钟时揭开小拱棚
，

天幕收到一边
，

以利光合作

用 � 棚内温度达到 ��℃时
，

放顶风
，

不放边风
，

温度回落至 ��℃时关闭风 口
。
�月下旬随着气温的

升高
，

撤掉天幕
，

棚内夜间温度稳定在 ��℃时撤

掉小拱棚
。

棚内苗期不浇水
，

待地上部主茎长到

����� 片叶时
，

开始第一次浇水
，

块茎生长期浇

�一�次水
。

浇水应选择在晴天上午 �一�� 点
，

浇水

后及时放风排湿
。

白天温度控制在 �����℃ ，

夜间

��℃左右
。

大棚内栽培马铃薯的常见病为晚疫病
，

其防治方法及用药情况与夏播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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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主要障碍
。

本文就我区马铃薯晚疫病发生特点

及近年来的防治经验作一总结
，

以期为生产上提供

一套切实可行
，

经济有效的综合防治参考
。

�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的主要流行因素

�
�

� 温度与病害的关系

晚疫病常在较低的温度条件下发生
，

只要有

�
一

��最低温不低于 �℃ ，

相对湿度在 ���以上
，

便可萌发产生的游动抱子
，
�一��即可侵人

。

在我

区冬春种植马铃薯的的生长期 日均气温都在 ��℃

以上
，

均适宜抱子的萌发和侵人
，

若遇上春旱
，

则

晚疫病基本不发生
，

说明在我区温度是晚疫病发生

的主要条件
，

但不是决定因素
。

� � 湿度与病害的关系

当 ���中相对湿度达到 ���以上时
，

就会出

现中心病株
。

由于我区春季气候特点潮湿
、

阴雨连

绵
，

正值马铃薯开花结薯前后
，

非常容易造成晚疫

病的爆发流行
，

如 ����年春季雨 日多
，

雨量大
，

相对湿度高
，

引起晚疫病的大面积爆发流行
。

普遍

减产 ���一���
，

严重田块超过 ���
，

给农民带来

很大的经济损失
。

所以说在我区湿度是晚疫病发生

流行的决定因素
。

�
�

� 生育期与病害的关系

马铃薯不同的生育期对晚疫病的抗性有着显著

的差别
，

一般生长前期特别是幼苗期植株体内茄素

含量较高
，

对晚疫病的抗性较强
，

不易感病 � 而在

生长后期
，

从现蕾开花至盛花期
，

尤其是开花末

期
，

植株体内的茄素含量逐渐减少
，

抗性降低
，

最

易感病‘，�。 我们经过这几年观察得出
，

当温度和湿

度均适宜晚疫病发生时
，

如果植株处于现蕾开花期

晚疫病就会发生
，

如果植株处于幼苗期
，

则晚疫病

基本不发生
，

说明生育期也是晚疫病发生流行的重

要因素
。

� 马铃薯晚疫病的综合防治

目前国内外在防治晚疫病方面主要采取培育抗

病品种和药剂防治这两种方法�圳
。

针对我区马铃薯

生产的实际情况
，

结合这几年田间试验和实际经

验
，

我们提出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防治措施
。

�
�

� 选用抗病品种

不同品种对晚疫病感病程度差异比较大
。

通过

我们引种对比试验观察结果
，

坝薯 �� 号
、

冀张薯 �

号
、

克新 �� 号等都是具有田间抗性较强的品种
，

选

用抗病品种对晚疫病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

�
�

� 种薯处理

马铃薯晚疫病菌是一种严格的寄生菌
，

主要以

菌丝的形态在块茎中越冬
，

带菌种薯是病害的主要

初侵染来源
，

因此要进行种薯消毒处理
。

通过对种

薯进行药剂浸沾
，

可以杀死种薯内部分病菌
，

减轻

晚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

种薯用 ��� 甲霜灵锰锌

��� 洒����，

加少量水浸沾或喷施
，

也可用其它杀

菌剂
。

�
�

� 合理密植
，

平衡施肥

我们通过 �年试验
，

明确在我区冬种马铃薯
，

密度
、

施肥的最优因素水平组合为
� ����一����

株����耐
，

钾肥全部做基肥
，

磷肥和氮肥分基肥和

追肥 �次施人
，

其比例为 ���
。

按此密度和施肥的

最优组合指导马铃薯生产实际
，

不仅能使植株生长

健壮又能充分发挥马铃薯高产特性
。

�
�

� 生长期药剂防治

由于我区主要种植有大量订单的大西洋
，

属感

病品种
。

因此提前进行药剂预防仍然是目前控制晚

疫病流行的重要措施
。

根据我们这几年观察
，

结合

气象资料
，

我区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时期一般在 �

月上旬至 �月中旬
，

在这段时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预

报
，

当连续 �� �相对湿度高于 ���
，

温度不低于

��℃时
，

发出防治晚疫病的预报
，

并进行第一次喷

药
，

以后每隔 ��喷 �次
，

连续喷 �一�次
，

基本能

控制晚疫病的流行
。

常用药剂有 ��波尔多液
、

���甲霜灵锰锌
、

���代森锰锌
、

���百菌清等交

替使用
，

以减缓抗药性的产生
。

�
�

� 提早割秧

为了减少收获期晚疫病侵染块茎
，

在收获前一

周左右割除地上茎叶
，

运出田外
，

再进行收获
。

能

够加快薯皮木栓化速度
，

促进薯皮老化
，

增加薯块

自身保护能力
，

减少病菌侵人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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