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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是陕西省马铃薯生产比较集中的地

区
，

年栽培面积约 ��余万 �时
，

主要集中在榆林市

的米脂
、

佳县
、

缓德
、

清涧
、

吴堡
、

子洲以及延安

市的子长
、

延长
、

沿川
、

宝塔区等县区
，

约占当地

粮食播种面积的 ���
，

在当地粮食生产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

然而多年来马铃薯产量低而不稳
，

高

产年与低产年产量有成倍的差距
，

平均产量仅为

���� �妙耐
，

是全国同期产量的 ���
。

因此研究
、

探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

寻求发展对策对实现群众

脱贫
、

发展地域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 存在�‘口题

本地区年降水约 ��� ��
，

干旱少雨
，

是马铃

薯实现高产的障碍之一
，

但降水主要集中在马铃薯

生长发育的 �
、

�
、

�月
，

无疑是马铃薯生产的优势

所在
，

高产调查表明
，

山旱地最高产量已实现当地

马铃薯降水生产潜势的 ��
�

��
，

而普遍的生产水平

仅为降水潜势的 ��
�

���
，

可见降水并不是大面积

普遍产量不高的根本原因
，

其根本原因在于品种和

栽培技术
。

�
，

� 品种混杂
、

退化

品种多而混杂以及感病退化是马铃薯生产中比

较严重的问题
。

据调查
，

投人生产的马铃薯品种有

�� 多个
，

符合品种纯度要求的田块几乎没有
，

个

别田块混杂高达 ���以上
，

各种病害蔓延
，

据估

算仅环腐病造成的缺株
、

断垄
、

烂窖导致的产量损

失不低于 ���
。

�
�

� 肥力低下
，

密度不足

肥力水平低
，

土壤瘩薄缺肥
。

据对榆林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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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
，

在不排除施肥水平较高的蔬菜
、

果园用

肥的情况下
，

全市平均化肥用量仅为纯量 �� �留

���，

低于陕西全省平均施肥水平
，

以 �计
，

在

���的利用率下可产马铃薯鲜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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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种植密度不足
。

田间调查表明
，

梯田马铃薯种

植密度仅为 ����� 株币�
�，

其中 ���的田块密度低

于 ����� 株
，
���的田块密度在 ����刃

一����� 株
，

仅有 ���的田块高于 ����� 株
，

距高产栽培要求的

�����一������株山�
�，

有比较大的差距
。

� 发展对策

�
，

� 选用高产品种

引种及品种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

增产潜力比较

大的品种有
�
晋薯 �号

、

克新 �号
、

费乌瑞它
、

忻

革 �号
，

这些品种各有特色
。

晋薯 �号
，

表现晚

熟
、

高产
、

高淀粉
，

淀粉含量达 ���以上
，

耐旱
、

耐疮薄 � 克新 �号
，

表现中晚熟
、

高产
、

稳产
、

淀

粉含量 ���
，

耐旱
、

耐痔薄 � 费乌瑞它
，

中熟
、

高产
、

淀粉含量低
、

薯块大而芽眼浅
，

薯型好
，

增

产潜力大
，

商品性佳
，

感晚疫病
，

属高水肥品种 �

忻革 �号
，

中熟
、

属当地主栽品种
，

具有耐旱
、

耐

膺薄
、

高产
、

淀粉含量中等
、

薯块大而芽眼浅
、

薯

型好
、

增产潜力大
、

商品性佳的特点
，

目前由于感

染环腐病引起的烂窖问题十分普遍
。

因此生产中选

择品种时
，

山旱地宜选择晚熟的晋薯 �号及中熟的

克新 �号和忻革 �号 � 在高水肥地上
，

一作可选择

晋薯 �号
、

克新 �号
，

二作可选择费乌瑞它
、

忻革

�号以及郑薯 �号和郑薯 �号
。

�
�

� 培肥地力
，

提高有机肥施用量

肥料是马铃薯实现增产的物质基础
，

相同的品

种在不同的施肥条件
，

可以获得不同的产量
。

据对

米脂县养鸡户的对照调查
，
����年养鸡户平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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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场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的过渡带
，

为

阴山山脉
，

大兴安岭山脉的尾部和燕山山脉的结合

部
，

海拔高度在 ���
一���� � 之间

，

年平均气温

在一�
�

�一���℃之间
，

气候冷凉
，

昼夜温差大
，

土壤

多数为沙壤土及壤土
，

年降雨量在 ������� �� 之

间
，

正常年份基本能满足马铃薯生长需要
，

适宜马

铃薯生产
，

有着悠久的马铃薯种植历史
，

交通便

利
，

接近我国中心地带
，

辅射面广
，

是农业部命名

的第一批国家级马铃薯生产基地县
，

是
“
中国马铃

薯之乡
” ，

属北方马铃薯一季作产区
，

年种植马铃

薯面积稳定在 �。 以�〕 �时
，

年产鲜薯 �一�亿 ��
，

平

均产量达 巧�� �洒��时 左右
，

已初步形成马铃薯

产业化趋势
，

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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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现状

�
�

� 生产现状

���品种结构
�
按照用途形成了以鲜食菜用薯

、

南方种用薯为主
，

淀粉加工用薯和炸条
、

炸片用薯

用纯鸡肥 �����妙��，

施用碳钱 �����妙�，，

马铃

薯平均产量为 ������妙�，，

最高的为 ������梦

��
，，

最低的为 ����� �妙澎
，

而对照户�未养鸡户�

平均施用碳铰 �����妙时
，

无有机肥
，

平均马铃薯

产量仅为 ����� �妙时
。

���� 年养鸡户平均施用纯

鸡肥���� �沙�，，

施用碳馁 �����妙�，，

马铃薯平

均产量为 ����� �妙耐
，

而对照户平均施用碳铰

����娜��，

平均马铃薯产量仅 ������妙��，

对比

产量差异极为悬殊
。

为了探索马铃薯施肥规律
，

我们进行的马铃薯

最佳施肥试验表明
� �与 ����的最佳配比为 ���

。

开

展的马铃薯高产栽培模式研究表明
�
其施肥量应为

� ���
�

�一���
�

��妙��，

���
���

�

��一���
�

���妙�，。

�
�

� 合理密植

在充分发挥单株生产潜力的同时合理的种植密

度是夺取马铃薯增产的关键
，

开展的马铃薯高产栽

培模式研究表明
�
山旱地马铃薯的合理种植密度为

�����������株��耐
。

在种植时应按照高肥力稀

植
，

低肥力密植的原则
，

充分发挥单株及其群体的

增产优势
。

�
�

� 推广节水栽培技术措施

据延安市试验
，

利用大垄沟栽培马铃薯
，

最高

产量达 ������妙�，，

平均 ����� �妙�，，

是传统

平作的 ���� 倍
，

是水平沟种植的 �
�

��一�
�

�� 倍
。

大

垄沟种植时每次 �� �� 以下降水不发生径流
，

�� �� 降水的 ���拦蓄人渗
，

充分发挥了保水
、

保肥增产的目的
，

提高了降水利用率
。

�
�

� 积极推产脱毒马铃薯

脱毒马铃著的增产效果已被国内外实践所证

实
，

增产幅度达 ���一
���

。

目前全国已大面积推

广应用
，

而陕北地区脱毒马铃薯应用面积极为有

限
，

因此
，

建议积极推广应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