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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溪县隶属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地处
北纬24°50′～25°26′。年平均气温16～21℃�年降
水量1600～1800mm�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适
合春、秋、冬季种植马铃薯。常年马铃薯种植面积
4333hm2。2002年我站根据中国水稻研究所有关
稻田免耕、稻草全程覆盖马铃薯栽培新技术的试验
报道�结合我县具体情况�在城厢镇光德村进行该
项新技术冬种试验。试验品种紫花851、克新3
号�播种期2002年11月27日�收获期2003年2
月28日�全生育期92d。经实地验收�紫花851
每667m2鲜薯产量1831∙3kg；克新3号每667m2

鲜薯为1831∙3kg�我县稻田免耕、稻草全程覆盖
马铃薯栽培新技术在泉州首次试验成功。
1　栽培特点
1∙1　争时间抢季节

冬种马铃薯采用该项新技术�在晚稻收割后可
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立即开沟做畦�播种马铃薯。
如200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连续间歇降雨�
采用普通栽培12月中旬才能播种马铃薯�而采用
稻田免耕、稻草全程覆盖马铃薯栽培新技术�11
月下旬晚稻收割后即可抢晴播种。
1∙2　减轻劳动强度

该项新技术耕作时改翻耕为免耕�只需分畦开
沟�把开沟铲出的土在畦面上稍做平整�下种时改
“种薯” 为 “摆薯”�将种薯直接摆放在畦面上�盖
上稻草即可�在马铃藩生育期间不需除草及中耕培
土�收获时改“挖薯”为“拣薯”�拨开稻草就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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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极少数薯块扎入土层也只要轻轻一拉便可拔
出。该项新技术把农民从传统的耕翻作畦、中耕培
土、翻掘挖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显著
减轻劳动强度�一般每667m2可节省12个工作
日。
1∙3　显著的经济效益

该项新技术在收获时还可分期采收�即将稻草
轻轻拨开采收已长大的薯块�再将稻草盖好让小薯
块继续生长�既能选择最佳薯形�及时上市�又能
有较高的产量�提高总体经济效益。稻田免耕、稻
草全程覆盖马铃薯栽培新技术与普通栽培技术比

较�产量一般可增产20％左右�由于可提早收获
且收获时薯块带土少、色泽光亮、破损率低、商品
性好�比普通栽培马铃薯销售价格高。另外节省工
作日�不需施用除草剂�除防治晚疫病�一般不需
防治其它病虫等降低生产成本�一般每667m2可
增收节支�增加纯收入500元以上。
1∙4　良好的社会、生态效益

在常年气候条件下�采用该项新技术在马铃薯
生育期间一般不需要施用除草剂、农药�可达到安
全、卫生、无公害的目的�经常食用有益健康�具
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另外有利于大量稻草还田�增
加土壤有机质�使土壤微生物活跃�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力肥�还有利于改善小环境�调节温
度和湿度�控制病虫草害的发生�生态效益明显。
1∙5　简单易学�前景广阔

稻田免耕、稻草全程覆盖技术操作简单�农民
易掌握�乐接受。由于该项新技术大大减轻劳动强
度�又可取得理想的增产增收效果�是典型的 “轻
型农业”�可在农业生产中普遍推广。同时�如在
休闲农业中采用该技术�可使人们在轻松劳作中充
分享受自已的劳动果实�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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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栽培技术
2∙1　品种选择及种薯准备

品种选用适合我县种植的产量高、适应性广、
抗病的马铃薯新品种紫花851及当家品种克新3
号。试验结果表明�紫花851比克新3号产量增加
27∙3％。播种前做好种薯切块催芽工作�小于50g
种薯整薯催芽；大于50g 薯块切块催芽�每个切
块保证有1个以上健壮的芽�切后用草木灰沾切口
进行催芽。以芽长1cm 为催芽标准�如芽过长覆
草后易折断�芽太短生长速度慢。
2∙1　整地及播种

（1） 整地：晚稻收割后�犁好丰产沟。沟宽
30cm�沟深18cm�环沟深30cm。畦宽视稻草长
度而定�如前作常规稻�稻草较短�畦宽130cm�
如前作杂交稻�畦宽150cm。把畦沿上沟中的土
破碎破细均匀地在畦面整平�同时使畦面微呈弓背
型�以防渍水。

应特别注意开沟的土块需打碎打细后在畦面上平

整。此次试验由于开沟时土壤湿度大�土块不易细
碎�结薯时薯块钻入土块间的缝隙�收获时薯块半入
土的较多�影响了薯块的光泽度。若土块打细后在畦
面上整平�收获时薯块即可大部分长在畦面上。

（2） 基肥：每667m2用腐熟人粪尿1250kg�
复合肥 （16∶16∶16） 55kg、钙镁磷30kg 均匀施
于两株苗的中间�使种薯与肥料间距保持5～8cm�
以防间距太短引起烂薯缺苗。

（3） 播种：晚稻收割后立即抢晴播种。如畦宽
130cm�每畦播3行�行距53∙3cm、株距25cm；
如畦宽150cm�每畦播4行�行距45cm�株距
30cm�每667m2播4500～5000穴。播种时将种
薯芽眼向上直接摆放在土壤表面�稍微用力压一
下�使种薯与土壤充分接触�以利扎根出苗。

（4） 盖草：种薯摆好后立即用稻草整齐均匀覆
盖�采用与畦面呈垂直方向双向覆盖�每667m2

用稻草1250kg 左右。覆盖厚度以畦面不透光为
度�视稻草割后天数而定�一般刚割稻草厚度应达
15cm�割后3d左右稻草厚度10cm�割后5d以
上稻草厚度8cm 左右。稻草过厚�不但出苗迟缓�
而且茎基细长软弱�稻草过薄容易漏光而使绿薯率
上升。如果稻草厚薄不均�会出现出苗不齐的情
况。经观察�整齐摆放的稻草容易出苗�相反�如

果稻草交错缠绕�会出现 “卡苗” 现象。在铺覆稻
草时要整个畦面平铺�不留空。如果顺行成水平方
向铺盖稻草�虽可节省稻草�但靠近畦两侧的薯块
会因见光而不同程度泛绿�产生绿薯。稻草覆盖结
束后�用清沟的泥土将稻草压若干个点�以防稻草
被大风刮乱。覆草后不盖塑料薄膜∙如遇寒流时需
加盖地膜防寒�但寒流过后要及时将地膜揭去。

需特别注意稻草覆盖均匀。如畦面上稻草覆盖
厚薄不均�导致结薯不均。此次试种�个别盖草较
薄的植株结薯较少�甚至不结薯�薯块现绿�影响
品质。应严格在畦面上均匀覆盖稻草�提高马铃薯
产量及品质。
2∙3　追肥

现蕾后每隔10d喷一次 TA 乳粉�连喷3次�
进行根外追肥。
2∙4　灌溉

常年自然降水一般能满足本项技术的要求。但
是�新稻草吸收水份较少、较慢、容易干燥使薯苗
受旱。同时�由于冬季雨量较少�播后可由排灌沟
适量灌水�保持土壤湿润�保证苗齐苗壮�并及时
排水落干。到了马铃薯生长中后期�稻草轻度腐烂
保水性增强�尤其是接近土面的稻草湿度大�不易
干燥�对薯苗生长不利�所以遇到雨天�特别是春
雨连绵叶要及时清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减少晚
疫病等病害的发生。
2∙5　病虫草害防治

马铃薯生长中后期常遇春雨连绵天气�采用该
项技术�由于稻草覆盖�田间湿度较大�在降雨量
偏多的气候条件下�应特别注意晚疫病的防治。本
次试种期间�雨量偏多、湿度偏大�由于没有注意
晚疫病的防治工作�晚疫病发生严重�造成减产�
产量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应在现蕾期后�经常深
入田间调查�一旦发现病情及时喷药防治。稻草全
程覆盖能抑制杂草生长�不需除草。
2∙6　收获

稻田免耕、稻草全程覆盖的结果�使马铃薯的
茎基在土面上�从茎基长出的匍匐茎多数沿土面延
伸�只有少数遇到土壤裂缝或孔隙而钻入地下。
因此�在收获时�拨开稻草即可拣收。少数生长在
裂缝或孔隙中的薯块入土也很浅�容易挖掘。与常
规栽培相比�薯块圆整、色泽鲜嫩、破损率较低�
大大提高商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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