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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来源
秦巴山区马铃薯优质高产技术推广项目由陕西

　收稿日期：2002－12－03
　作者简介：张茂南 （1948－）�男�安康市农科所党委书记、所
长�从事农技推广工作．

省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1999年制订�2000年
申请立项�省农业厅以陕农厅发 （2000） 340号
文件下达给我所省丰收计划项目�编号20037�
期限二年 （2001～2002）�于2001年元月份正式
启动�在我市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宁陕、
汉滨 （区） 等五县一区6∙67万 hm2马铃薯种植
面积上实施。

　　②马铃薯出苗后长期低温也容易出现生长缓慢
甚至植株畸形。
2　商品薯不丰产的原因

近几年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但由于综合
因素所致�相对产量并不理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或
多或少制约了马铃薯生产�挫伤了部分薯农的积极
性。所谓综合因素�不外乎种薯质量、气候条件及
栽培管理水平。
2∙1　种薯质量

在其它条件完全一致的前提下�种薯质量优劣
直接关系到产量高低。毋庸讳言�马铃薯种薯市场
鱼龙混杂�尽管适合马铃薯繁种地区已悉数被开
发�但由于利益驱使无一能够按照严格的繁种程序
及操作规程进行繁种。种薯质量参差不齐�退化
薯、混杂薯、病薯俯拾皆是�这无疑大面积降低马
铃薯的生产潜力。
2∙2　气候条件

除种薯因素外�近几年由于气候异常变化�绝
大多数薯农又不能因势利导�采取相应的栽培管理
措施�致使产量很低。表现突出的问题是结薯期时
逢高温�块茎停止生长。
2∙3　栽培管理水平

马铃薯栽培管理可 “粗” 可 “细”�但产量差

异相当明显�“粗” 到芽块随便掷于地下也可结薯�
“细” 到每个环节都可以影响产量。从催芽时间、
播种时期、播种深浅、培土多少、灌水时期及灌水
的具体时间、病虫害防治、施肥水平及肥料品种各
环节均可影响马铃薯产量。因此�马铃薯的栽培说
的夸张一点�可谓是一个庞大的 “系统工程”�每
一环节相当于 “子工程”�每个 “子工程” 处理不
当都降低马铃薯产量�而恰恰薯农对栽培技术掌握
很少�因此要想大面积提高马铃薯产量决非易事�
很多栽培技术尚有待推广。
3　如何提高马铃薯产量

本文前已述及�马铃薯不丰产原因系综合因素
所致�因此本文只从原则角度浅谈如下观点：

首选优质种薯�选择好种薯是提高产量的前提
条件；根据各地不同地理及气候条件�采取相应的
栽培方式及措施；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催芽时间不
得低于30d；切芽尽量带芽母�切忌切小块或挖
芽；适时早播；深播浅盖土�苗齐后高培土；行距
不低于60cm�但株距可大可小 （根据水肥条件）�
这样即确保能培上土�又利于通风透光；结薯期保
证水分供应�遇旱情及时灌水�尽量使水温接近土
温时灌水；根据情况施药防治地下害虫、瓢虫及晚
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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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广主要技术内容
此项目以紧紧抓住种薯基地建设这个根本�

以优质种薯即：脱毒种薯、高山区单株系选留
种、中山区夏播掰苗留种、低山浅丘川道区高山
换种四项保留技术和以早春芽、冬前芽 （短壮
芽） 整薯带芽播种、冬播、垄作栽培、地膜覆
盖、间作套种�主要农家肥平衡施肥�化学调
控�病虫综防等八项高产栽培技术共十二项实用
技术推广。
2∙1　脱毒种薯

由市农科所和镇坪县农科所提供脱毒 m0代种
薯�实施各县 （区） 都在自己的高山村组建立起
m1～m3代脱毒种薯基地�三级脱毒种薯繁育供应
体系基本完善�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从高海拔到
低海拔阶梯式 （高差200～400m） 推移扩散�把
脱毒优势与高海拔优势结合起来�在全市形成了一
个统一种源�分散繁殖�就近供种的种薯繁供格
局�两年合计推广面积5∙6万 hm2。
2∙2　高山区单株系选留种

项目实施区平利县八仙镇高山村组每户每年坚

持在运用脱毒种薯基础上选用100窝单株 （系）�
每年坚持选健汰病、选优汰劣、优中选优留种。高
山区产量较为稳定�还可为中低山浅丘川源源不断
提供优质合格种薯。据1998年高山区试验资料说
明�单株系选合格种薯比自留种增产42∙86％�差
异极显著�大中薯提高40％�烂薯减轻15％�晚
疫病抗性提高。据最新研究报道有防治 X、Y 两种
病毒和黑胫、环腐细菌性病害作用�亦延长了脱毒
种薯使用年限�二年合计推广360hm2。
2∙3　中山区夏播掰苗留种

选用经脱毒或单株系选留种大薯健薯凉爽保管

培育成壮苗 （芽） 翌年7月中下旬掰壮苗移栽收获
苗秋薯。据三年试验说明苗秋薯产量在600～1320
kg／667m2之间�1999年在海拔1700m 龙山村试
验�春播苗秋1代比自留薯增产27％。留种春播
二代增产20∙7％�晚疫病抗性提高并能保证一播
全苗�中山区海拔1000m 狮坪村二组覆盖地膜试
验�苗秋二代比脱毒 m4代增产26∙18％�无缺苗�
长势旺�群体优势强�二年合计推广近800hm2。
2∙4　高山换种

中山区每二年向高山换种一次�低山浅丘川道

区每年向高山换种�换经脱毒 m2～m4代种�单株
系选留种合格二、三代薯种�夏播掰苗留种二、三
代�同时精选种薯�冬前育芽�播前选芽�整薯带
芽播种四个环节�不断从种薯退化外观表现�淘汰
带菌带病与混杂种薯�从而达到播全苗齐苗壮苗�
无早衰长势旺高产目的。1999年狮坪村试验说明�
高山换种配套技术比脱毒 m4增产17∙4％�差异达
极显著�二年合计推广3∙33万 hm2�普及率
56∙1％。

推广马铃薯优质种薯技术方法简单�生产成本
低�能降低晚疫病危害程度�同时也减轻或避免环
腐病、黑胫病、青枯病发生危害�为生产优质马铃
薯奠定了基础。
2∙5　早春芽、冬前芽 （短壮芽） 整薯带芽播种

早春芽是指苗秋薯春播出土迟缺陷�用 “露地
温床催芽法” 待全部长出1～2cm 绿色幼芽后播
种；冬前芽是指冬前用 “室内浴光催芽法” 春播时
已形成1～3cm 根点密集的绿色粗壮芽整薯带芽播
种�二年合计推广面积为4∙32万 hm2。
2∙6　平衡施肥 （市六项实用推广技术之一）

主要用农家肥�配施化肥�稳氮增磷�补钾添
锌�二年合计推广面积5∙44万 hm2。
2∙7　垄作栽培

要点是深耕30～33cm�浅种10cm�生育期
三次分层培土成垄状�这样块茎始终在一个适宜的
土温下加快膨大�二年合计推广面积4∙88万 hm2。
2∙8　地膜覆盖

主要用先覆膜后打孔播种�解决地膜马铃薯放
苗难发生烫苗矛盾�二年合计推广1∙67万 hm2。
2∙9　冬播

低山浅丘川道区一项早促进早生快发�早播早
收�确保稳产高产和减轻晚疫病危害重要措施。二
年推广面积42∙7万 hm2。
2∙10　间作套种 （市六项推广技术之一）

中高山主要是为玉米间套高矮搭配�减缓晚疫
病流行速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措施�二年
推广5∙2万 hm2。
2∙11　化学调控

始花期喷施50％ PP333�促下控上�增产显
著。
2∙12　病虫综防

以防晚疫病为中心�以马铃薯抗病品种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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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防治�兼顾防治地下害虫与三种细菌性病
害�二年综防面积4∙4万 hm2。
3　推广方法与措施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层层落实责任。市县
（区） 两级都相继成立了行政和技术领导小组�岚、
镇、平都由县上主管农业副县长和农业局长任项目
行政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实施乡镇主管农业副职
任组员�负责人员调配�物资配备�任务分解�面
积落实�并进行阶段性检查验收。高中级专业技术
人员为正副组长�实施乡镇农技站站长为主的技术
服务小组�根据总体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工作计
划解决实施中技术难题�培训技术队伍�撰写技术
资料�抓高产示范样板�召开现场会�撰写技术报
告�总结上报。

各县区都在自己项目实施区建立有高中低山各

一个百千亩示范丰产样板�在样板点开展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并在关键农时季节和政府一道召开
现场会�干跟农民干�办点给农民看�以点带面�
两年来总计开展科技培训1∙8万场次�培训人数
15万人�电视录像111场次�受训人员11467人�
印发科技资料11∙85万份�有线广播讲座237场
次�收听人数26080人。

项目主持单位在立项后及时召开实施单位负责

人会议�将实施方案、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县区�并
对关键技术进行了培养�实施中连续下发了六个相
关文件�做到年初有布置�年中有检查�年终有目
标任务总结。主持单位在岚镇平三县交界处中高山
典型生态区八仙镇抓点实施�和乡镇干部农民一起
进行试验示范�推广同步进行。在实施中重大疑难
问题及时邀请各县区技术负责人来镇实地考察研

讨�采取相应对策。对核心技术撰写成实用技术被
党报党刊刊用�借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重大技术
在国家、省、市专业刊物上刊用讨论。
4　推广实绩

两年来优质种薯为基础配套高产栽培技术共

12项�技术累计推广面积6∙69万 hm2�超计划面
积0∙026万 hm2�推广速度每年约为3∙33万 hm2�
平均鲜薯952∙72kg／667m2�比前三年 （1998～
2000） 加权平均675kg／667m2增收鲜薯194∙40
kg�增产率为28∙8％�增产总量19515∙82万 kg�

折主粮3∙9万 t （5∶1）�按市场每公斤最低价0∙4
元计�新增总产值7806∙33万元�新增总成本
1686∙55万元�技术推广费15∙06万元�新增纯效
益6104∙72万元�纯技术效益1831∙42万元�投入
和产出比为1∶3∙74�农民得益率3∙62�社会效益
十分显著。投资小、见效快�是深受农民欢迎的新
技术。同行专家评定该项目推广达国内同类地区先
进水平�2002年底被安康市人民政府评为农技推
广一等奖�并推荐省政府评奖。
5　技术推广创新点

（1） 科学组装了生产马铃薯优质种薯和高产栽
培十二项技术。形成了秦巴山区马铃薯优质高产技
术体系�为实现我市马铃薯产业化生产标准化种薯
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中撰文脱毒种薯技术、夏播掰
苗留种、单株系选留种、优质种薯栽培技术论文被
市评为自然科学二等优秀论文。
（2） 形成了防止马铃薯退化的新模式�将秦巴

山区海拔高度划分为种源区和退化区�采取相应技
术路线�狠抓种薯源头基地为本市与外地提供种
源�同时也缓解了抗退化与早染晚疫病的矛盾。秦
巴山区防止马铃薯退化的新模式获市第六次自然科

学一等优秀论文。
（3）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马铃薯生态防

治方法�调整农田生态系中晚疫病发生与发展与
其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而达到防上或减轻流行
速度和强度造成损失�主要为抗病品种优质种薯
选芽整薯带芽优种技术和栽培技术有机结合。马
铃薯晚疫病生态防治一文获市第六次自然科学二

等优秀论文。
（4） 探索出高山马铃薯优质高产栽培新模式�

即优质种薯整薯冬前芽带芽播种＋垄作地膜覆盖
＋底肥追肥一炮轰栽培模式。地膜马铃薯常见难
题及解决途径一文获市第六次自然科学一等优秀

论文。
（5） 针对马铃薯晚疫病频频发生在平利县八仙

镇海拔1700m 地方�筛选出两个抗病品种：安薯
58和鄂马铃薯三号�并采用掰苗扩繁技术提高繁
殖倍数30～50倍�这一充分挖掘马铃薯的生理潜
能�高产低耗办法来加速抗病新品种推广应用使其
尽快进入千家万户�也是我市马铃薯生产新的增产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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