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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山区马铃薯病虫害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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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是陇南武都、礼县、西和、宕昌四县主
栽作物之一。主栽区年降水低于550mm�属旱作
农业�绝大部分为春季一季作。全区现马铃薯种植
面积4∙7万 hm2�年产鲜薯50万 t。据不完全调
查�马铃薯病虫害近70种�因病虫害而减产在
12％～30％�严重年份减产在50％以上�是造成
生产中产量不稳定、产品商品率低的重要因素。常
见病虫害有14种�与发达地区相比我区防治水平
低�存在较大差距�在多年的田间管理实践中�以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出发点�总结了一套生产无
公害绿色产品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1　种子防治
1∙1　选种

选种包括两层内容�一是选择经过多年种植后
已适宜当地种植的传统品种或经有关单位的适应性

试验证明适应当地栽培�与传统品种相比具有一定
生产优势的外引品种�这些品种本身抗病虫能力
强�选择这样的品种�才能为丰收打下良好的基
础�也是防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我区农业生产中
主栽品种 （系） 有我所选育的武薯3号、武薯8
号、武薯10号及品系91-2-16、91-7-61等及外引
品种陇薯3号、中薯2号等。二是在一个抗病品种
内选出无病健康的优良种子。马铃薯在我区生长期
间容易被病毒、真菌、细菌等病原物侵染�选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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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首先汰除这些带毒、带病虫的不健康种子。
1∙2　切籽防治

（1） 我区3～4月春播选用的种子都为上年8～9
月收获的块茎�经过冬季的贮藏已过休眠期�不需要
再催芽�切籽时对块茎的切割方法有纵切、纵横切、
斜切三种�要求切得的每粒籽重35～45g�籽粒切块
要厚�切过籽后薯块茎不留心�切忌不可只切皮部�
每个切块要有1～2个健壮芽�芽眼要尽量放在中心
部�一般脐部芽生长势弱�不切做籽用�以便出全
苗�出壮苗�增强芽、苗的抗逆力。

（2） 切籽时如发现所切块茎感病或薯肉颜色、
薯形不正常怀疑块茎带病�此时应丢弃带病块茎�
停止使用切刀�必要时设法将切刀消毒。简便消毒
方法有三：一是火烧�将切刀放置火焰上来回翻转
烧15～20秒即可；二是将切刀放置沸水中煮3～5
min；三是用0∙1％高锰酸钾溶液或75％的酒精擦
洗。此法可有效防治环腐病、青枯病等。
1∙3　采用小整薯播种

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制种田专门生产适用于
小整薯播种的小薯�然后用小整薯播种。小整薯播
种根据有关的试验�防治环腐病平均效果为
80∙7％�防治黑胫病平均效果为75％�还能显著
降低青枯病、病毒病和类病毒的发病率。
2　整地防治
2∙1　施肥

各县马铃薯种植区都是农牧业结合�农户的农家
肥有厩肥、堆肥�个别地方还有呕肥�它们廉价实用�
而且量大�使用后可以有效补充土壤肥力�改变土壤理
化性能�改善马铃薯生长环境�施用时要根据当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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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一般要求施2t／667m2以上。施用农家肥必需
经过较长时间的高温发酵�使肥料充分腐熟�以便杀死
害虫的卵和幼虫�该法可有效防治蛴螬。
2∙2　深耕地

马铃薯用地要在上年作物收获后和当年春播前

深翻30cm�再耙耱�这样不仅有利于蓄水保墒�
同时可通过机械运动杀死、杀伤、暴晒、鸟类啄
食、人工捕杀消灭一部分蛴螬、蝼蛄、金针虫�从
而降低薯田害虫的基数。
3　播种防治
3∙1　马铃薯播种不宜过早

播后地下10cm 处地温低于7℃�就会延长从
发芽到出苗的时间�这样芽苗生长势就弱�抗性就
会降低。我区礼县东北部、西和海拔1800～2300
m 的适生带一般在4月上、中旬播种；礼县南部、
武都东北部海拔1500～2000m 的适生带一般应在
3月下旬到4月上旬播种；宕昌西北部海拔2000～
2500m 的适生带一般在4月中、下旬播种。各县
应根据当地、当时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到适时播
种�培养壮苗�提高幼苗的抗害能力。
3∙2　制种、留种

充分利用山区生态优势�在相对高海拔 （1800m
以上）、风大、植被好的田中制种、留种�而在相对
低海拔的田中生产。可有效防治病毒病的发生。文
县、武都、礼县的1300～1500m低海拔半山区�可以
麦收后夏播�复种留种。
3∙3　轮作、间作

对有条件的农民�马铃薯跟小麦、玉米、大
豆、蚕豆、水稻等非茄科作物轮作�或跟玉米、菜
豆等高秆作物间作�能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
3∙4　调整行、株距

播种时�对平川地或坡度小的缓坡地�在种植
密度不变的情况下�缩小株距�扩大行距 （或垄
距） 的方法播种�便于后期管理�能改善植株田间
的通风和光照环境�从而降低田间湿度�在同等环
境条件下�达到降低晚疫病的发病率。
4　田间管理防治
4∙1　精细锄草

及时锄草�除了消灭杂草于萌芽之外�还能提
高地温�通过促进幼苗的健壮生长�提高幼苗的抗

灾能力。在锄草时�如薯田墒情好�蛴螬幼虫、蝼
蛄、金针虫已开始危害�此时应结合锄草人工消灭
害虫。同时要避免对植株根茎的伤害�防止病原物
从植株伤口侵入危害。锄尽草�通过消除寄主植
物�降低蚜虫、螨类的危害。
4∙2　培厚土

田间晚疫病菌侵入块茎�陇南山区的薯田主要
是通过降雨把病菌孢子快速带到块茎上�如品种不
抗病�通过加厚培土�厚度一般要求10cm�可起
到很好的保护块茎作用�防止病原物直接侵入块
茎�达到降低块茎的发病率。
4∙3　田间查看�消灭病源、虫源

（1） 培土以后�如田间土壤墒情好�太阳下发
现植株正在萎蔫�用手拔与根分离�则必为蛴螬或
蝼蛄咬嚼所致�此时挖根部寻找必找到害虫�消灭
掉�如发现地表处断茎则可能是地老虎幼虫咬断�
虫可能在附近不远处�寻找捕杀。如用手拔出根部
无外伤�则可能是青枯病�如叶片侧脉变黄、转
褐�下部叶片坏死�折断根茎�维管束转褐�则可
能是枯萎病�应立即将病株带离田间。6月下旬到
8月上旬�田间、地头查找蛴螬成虫金龟子�小地
老虎�块茎蛾幼虫或成虫人工捕杀。

（2） 冬春季节�在田边寻找瓢虫越冬地点�然
后消灭。夏季如瓢虫开始危害�可以在上午10时
以前或下午4时以后拍打植株�利用其 “假死性”
捕杀。
4∙4　诱杀

由于蝼蛄对马粪有趋性�将新鲜马粪在薯田中
堆成小堆或放置坑中�可诱集捕杀。有条件的农户
可利用害虫对黑光灯的趋性�诱杀防治地老虎、金
针虫、成虫、叩头虫�蝼蛄等。
4∙5　预防晚疫病流行

7月下旬到8月�如有晚疫病开始流行�种植
品种又不抗病�种植密度大�田间植株繁茂的薯
田�应在植株还没有严重发病前把地上1／2～1／3
的植株枝叶割走�运出薯田�以增加薯田光照�降
低湿度�能有效防治病菌对薯田的危害。
4∙6　及早收获

马铃薯生长后期�严禁牲畜和闲人进入薯田践
踏�减少对块茎的人为伤害�成熟后及早收获�留
种田更应早收�以减少块茎在田间受侵害的机会�
预防田间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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