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春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

!"! !"#$% &’()
选用深受加工企业欢迎的油炸加工型大西洋品

种! 株型直立! 叶肥大! 茎粗! 中等长势" 块茎圆

型! 薯皮淡黄色带网纹! 薯肉白色! 芽眼较浅! 中

薯率高且整齐! 耐贮藏" 于 !" 月下旬播种! 采用

地膜覆盖" 为了确定最佳揭膜 时间! 我们进 行了

# 不同揭膜时间对马铃薯产量影响$的试验% 结果表

明! 地膜覆盖栽培能够有效地提高地温! 保墒! 改

善土壤供肥状况! 抑制杂草! 并加快马铃薯生育进

程! 提早成熟! 提高产量" 从表 ! 可以看出! 盖膜

#$ % 后揭膜! 马铃薯产量最高! 鲜重为 "&!!’" ()*
##+,"! 比不盖膜增产 "-.’" ()"

!"# *+,-% #./0
选择耕层深厚& 土壤疏松& 肥力中上& 排灌方

便的水稻田种植" 下种前将土耙碎整平! 再开深沟

起高畦! 整成畦宽 /.!!.. 0,! 畦高 &. 0,! 沟宽

"$ 0," 株行距采用 "$!&. 0, " #. 0,! 种植密度

1...!1$.. 株2##+," 为宜" 由于大西洋品种生育期

短! 结薯早! 前中期吸收养分较多! 因此要施足底

肥! 早施追肥" 每 ##+," 用 $..!!... () 人粪尿加

过钙& 硫酸钾各 !$ () 作底肥或用微生物有机肥 "$
() 加硫酸钾复合肥 $. () 作底肥! 然后用 !... ()
火烧土加 $.. () 家畜粪拌匀盖种" 追肥一般进行

两 次 ! 第 一 次 于 齐 苗 前 ! 以 腐 熟 人 粪 尿 兑 尿 素

!. ()& 过钙 $ () 浇施作芽苗肥’ 现蕾时期进行第

二次追肥! 以钾肥为主! 配合适量氮磷肥! 以满足

结薯需要"
!"$ 12345 6789

我县早春气温较低! 大西洋播种后需要地膜覆

盖! 以提高土温防止霜冻" 中耕培土可在揭膜后进

行 !!" 次" 春季雨水多! 生长后期要及时清 沟排

渍! 防止田间积水" 大西洋品种易感晚疫病! 它是

一种毁灭性病害! 预防和防治晚疫病是马铃薯种植

成功的关键" 往年防治晚 疫病都是喷 施甲霜灵锰

锌! 因其连续施用多年后! 病原菌已产生抗药性!
为此我们选用 $&3金雷多米尔水分散粒剂 进行药

剂防治马铃薯晚疫病药效试验! 结果表 明 $&3金

雷多米尔对马铃薯的晚疫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且

安全& 无药害! 在大田用药后! 马铃薯的植株发病

率& 叶发病率& 病情指数都得到很好的控制( 见表

") % 因此可以在马铃薯晚疫病发生初期每隔 $!+ %
喷 药 ! 次! 连 续 喷 "!& 次! 使 用 剂 量 为 $..!+..
倍% 要及时清除感病的叶子& 植株! 集中销毁或深

埋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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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揭膜时间对马铃薯产量影响的分析

处理
各小区鲜薯产量( !")

合计
折产

( !"#$$%&’)

与 () 对比增

减( *)

不盖膜( ()) +,-% ./-0 ./-, 1/-, ./02-/

盖 膜 0345 ’/-’ ’2-0 ’/-1 1’-2 ’/%2-’ 67/-’

盖 膜 7345 ’2-3 ’’-7 ’2-’ 13-2 ’2%2-7 627/-7

盖 膜 1345 ’’-2 ’0-0 ’0-, 1,-0 ’022-’ 6’8/-’

盖 膜 %345 ’0-7 ’’-8 ’’-2 18-0 ’’%%-8 6’71-8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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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成熟时! 地上秧棵尚未枯萎! 地下块茎

的皮相当嫩! 稍不注意就会破皮" 块茎破皮后! 极

易感染病菌! 影响商品性" 所以收获前 !!"# $ 应

把茎叶先割掉! 使块茎在土中后熟! 表皮不易木栓

化! 这样挖时就不易破皮" 马铃薯要在 % 月底 & 月

初全部收获"

’ 杂交中稻主要栽培技术

!"# !"#$
春薯收获后! 接着机耕打田等待中间插一季水

稻" 引进两系杂交稻新组合两优 ’"()! 时间安排

在 % 月 "# 日播种" 先在空闲田育秧! 育秧前进行

翻耕# 耙烂! 做成 "*’ + 的秧畦! 要求畦面平整!
然后按每 ))!+’ 大田需 种 #*!&!"*## ,-! 每 ))!+’

秧田播种量 "#!"’ ,-! 播后施好断奶肥! 送嫁肥!
水管以出苗前畦面无水# 出苗后灌浅水为主" & 月

"# 日插秧! 每 ))!+’ 施 &# ,- 水稻专用肥作基肥!
耙平! 即可移栽! 秧龄 .# $ 左右! 不能太长" 栽

植规格为 ’# /+ " ’# /+! 合适的移栽密度为 #*&!
’*& 万株 0))!+’"
!"! %&’(

插后 ! $ 每 ))!+’ 施碳铵 &# ,-# 普钙 .& ,-#
氯化钾 "# ,- 作追肥" 穗肥看苗施肥! 每 ))!+’ 施

.!& ,- 尿素" 插秧时田间不留水! 插后灌浅水促

进分蘖" 分蘖期苗够时应及 时烤田! 控 制无效分

蘖! 防止群体过大引发病虫害! 该组合 ’ 次灌浆明

显! 灌浆期长! 后期不宜过早断水! 以免影响灌浆

结实! 应在收割前 &!) $ 断水" 在做好水分管理#
合理施肥的基础上! 及时防治纹枯病和稻瘟病! 应

在破口抽穗期喷药 "!’ 次! 预防穗颈瘟"

. 秋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

一般两优 ’"() 品种作中稻栽培 ".#!"%# $! (
月下旬收获" 中稻收获后即可秋播马铃薯! 1 月初

播种应结束" 秋种马铃薯不需要盖地膜! 要对种薯

进行催芽" 秋薯生育期短! 可以适当增 大种植密

度! 每 ))!+’ 种植 &###!&&## 株" 我县秋薯推广稻

田免耕稻草全程覆盖种植技术! 就是改变传统的种

植方法! 在稻田免耕情况下! 将马铃薯直接摆放在

土面上! 用稻草全程覆盖! 配合适当的栽培技术措

施! 就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收获容易! 省去了费工

费力的翻耕# 整地# 种薯# 挖薯等工序! 省工省本#
高产高效# 管理方便" 从表 . 可以看出稻田免耕稻

草全程覆盖比翻耕穴栽泥土覆盖增产鲜薯 "&1 ,-2
))!+’! 增产幅度为 "#*.3"

% 三熟制经济效益分析

$%& )*+,-./0
马铃薯既是粮食又是蔬菜! 采用地膜覆盖早熟

栽培! 鲜薯恰好在 % 月下旬至 & 月初蔬菜淡季上市!
价 格 一 般 在 #4( 元2,- 以 上 ! 产 量 平 均 "1&# ,- 2
))!+’! 产值达 "&)# 元 2))!+’" 既丰富了城乡蔬菜

供应量! 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 1234-./0

两优 ’"() 经测产验收! 干谷平均产量 %%# ,-2
))!+’! 按 每 &# ,- 售 价 )# 元 计 ! 产 值 &’( 元 2
))!+’" 由于前作种植马铃薯! 稻田已施入较多的有

机肥! 且有部分马铃薯茎叶还田! 这样就减少了肥

料的施用量! 降低了成本! 同时种植一季中稻! 避

开了马铃薯连作!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减少了病虫

害的传播"
$%’ 5*+,-./0

秋种马铃薯生长速度快! 成本低! 播后 ".!"& $
齐苗! .#!.& $ 现蕾! %# $ 左右开花! 齐苗后 )# $
即可收获! 农户可用自留小整薯作种! 不需要盖地

膜! 只需 "##!"’# 元购买复合肥和少量农药即可"
$ 春马铃薯%杂交中稻%秋马铃薯&三熟制试种

成功! 改变了山区耕作制度! 调整了种植业结构!
提高土地利用率! 增加农民收入" 三季种植平均年

收入每 ))!+’ 可达 .#)( 元! 为提高粮食产量和农

田经济效益开辟了一条新路" 因此! 深受山区农民

欢迎! 值得在闽北各地大力推广"

表 ’ &.3金雷多米尔防治马铃薯晚疫病试验结果

药剂处理

药前基数
’ ! 月 "日(

一次药后 "#$
’ ! 月 %%日(

二次药后 "#$
’ ! 月 %&日(

病叶率 病指 病叶率 病指 防效’ 病叶率 病指 防效(
")(金雷多

米尔 *++倍液
,)-&* )-"" !%-.% %%-+% &"-"+ !*-&! *-,, /!-,,

")(金雷多
米尔 "++ 倍液

,)-/% !-!& )*-+& %+-)% *!-), !+-." &-&/ //-)/

"/(甲霜镁
锰锌 "++倍液

,)-%! )-./ "%-%" %&-.* ",-&! &"-*/ ,,-,, ""-&.

清水对照0123 ,,-./ )-*! &.-"& ))-&* /!-%. !/-,%

表 . 不同方法种植的马铃薯产量比较

处理
单株结薯数

’ 个(
大中薯率
’ ((

绿薯率
’ ((

破损率
’ ((

小区
产量

鲜薯产量
’ 456&&*7,(

增产鲜薯
’ 456&&*7,(

稻草覆盖 /-" "+-" ,-% + )%-% %"!"-, %".

泥土覆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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