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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随着马铃薯产业化的发展�专用薯需求量的不

断增加�对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脱毒微型种薯作
为种薯生产将成为马铃薯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将
无土栽培的仅1∙5～10g左右微型薯进行大田网棚
扩繁�并保持原有的种性�将成为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关键环节。几年来�在栽培过程中不断地探讨、
研究�现总结如下�供参考。
2　栽培技术
2∙1　地块的要求

土壤疏松�土层深厚的黑垆土、黑麻土、黄绵
土；年降水量在500mm 以上的高寒阴阳区�或者
有灌溉条件 （喷滴即可） 的地区；便于搭网棚�统
一管理的较集中整齐的地块�国营农场、良种场最
好；前茬作物最好为冬春小麦等夏茬。
2∙2　精细整地�施足基肥�预防地下害虫

微型薯千粒重在2～5kg 左右�仅为正常种薯
的1/10�对地块、肥料、防虫的要求比常规种植
严格：①上年秋季或播前一月�土壤必须深耕�耙
耱细�保墒性能好�保证根条能够下扎�并且不易
板结�正常出苗；②结合整地�施足基肥�667m2
施优质农家肥1500～2000 kg�普钙含 P2O5
（12％～14％） 50 kg�碳氨含氮 （17％） 50 kg�
硫酸钾含 K2O50％10kg；③结合整地�防地下害
虫�667m2 撒5％甲拌磷 （3911） 颗粒剂2∙5～
3∙0kg或60％3911乳油0∙5kg拌成毒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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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播前准备
（1） 合理规划�科学搭建网棚�尽量提高土壤

利用率�应在90％以上。增大网棚内空间�便于
操作�抗一般风、雪、雹灾等。
（2） 加工网棚�根据棚的大小加工好网棚�保

证按时上网。
（3） 晒种催芽�播种前将微型薯从窖内取出�

精选种薯�然后用病克净等种衣剂处理种薯�待晾
干后分级装袋存放在有散射光线的房间�90％左右
的出芽且变成紫色即可播种。
（4） 根据当时土壤墒情�在播前一周喷水�保

证出苗。
2∙4　适期早播

一般在4月中旬～5月上旬即可�尽量在当地
的气候条件下 （一般在8月下旬或9月上旬�温度
25℃左右�湿度85％以上）�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
之前�早熟品种基本成熟。
2∙5　合理密植

按种薯的要求及分级情况�采用宽窄行种植�
宽行70cm�窄行30cm�密度为1∙5～3g 微型薯
667m2播量1000粒；3～5g 微型薯667m2播量
8000粒；5g以上的667m2播量7000粒。
2∙6　播后管理

（1） 按时上网�播后马上上网�在出苗之前完
成�并处理好出入口�确保网棚的防虫效果。
（2） 及时除草�在微型薯出苗之前�及时拔出

大草�微型薯出苗后�根据田间杂草生长情况随时
清除�以防和作物争水争肥。

（3） 按时追肥、放水、培土�一般分二次进
行�现蕾期第一次追肥、浇水、培土�667m2追
含氮46％的尿素10kg 左右�浇水多少按土壤墒
晴而定�培土由宽行取土培向窄行�形成高垄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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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首市常年马铃薯种植面积在5300hm2左右�
是中原地区最大的马铃薯生产、销售集散地。但近
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市马铃薯单产一直徘徊在
1500～2000kg 左右�低产田甚至低于1000kg�
远远落后于周边高产地区的产量水平。根据多年调
查�我们总结出了界首市马铃薯产量徘徊不前的主
要原因�并就这些原因提出了解决办法。
1　主要原因
1∙1　长年连作重茬�病害重

我市马铃薯种植区人均土地面积少�历年以种
植马铃薯等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但由于连年种
植�长期重茬�致使土壤中养分不平衡�病菌积累
多�马铃薯病害重。据调查�每年病害造成的损失
占10％～30％�严重者达50％以上�严重影响了
产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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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种薯质量差
马铃薯种薯主要由东北地区调进�种薯经营者

大多为当地农民�有些经营户在调进种薯时把关不
严�调进的种薯质量差�纯度低�甚至将商品薯调
进来作种薯�限制了马铃薯产量的提高。
1∙3　栽培技术相对落后

马铃薯栽培历史悠久�广大薯农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特别是地膜覆盖�
喷施多效唑等技术应用�使我市马铃薯生产水平一
度居于领先水平�但由近年来新技术层出不穷�再
按原来传统的方式栽培已显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 切块催芽技术操作不当。传统的切块方法是

将种薯一切几块�不讲究方法�切出的薯块大小不均
匀�块大�芽眼位于薯块中央�尽管催出的芽肥壮�
但扎根慢�芽长、嫩�在播种时极易将芽碰断�而且
用种量大�增加了成本。有些农户甚至不催芽�直接
切块播种�密度没有保证�影响产量提高。
（2） 密度过大。我市栽培马铃薯大部分密度在

6000～7000株/667m2之间�高者达8000株/667m2

培�便于通风透光�提高光合效能、水肥利用率；
第二次浇水、培土、追肥在开花期进行�667m2
追磷酸二氢钾1～1∙5kg 和土豆膨大素25g�用
手 （机） 动喷雾器喷施�浇水后一周松土一次�
以防土壤板结�不利薯块膨大；结薯后期一般不
浇水。
（4） 病虫害防治�原则注意发现中心病株�注

意观察易感品种以预防为主。出苗20d 结合预防
早疫病和其它病害、蚜虫等虫害�667m2 喷施
70％安泰生120g�兑防蚜虫药剂抗蚜威、一遍净
或大功臣10～15g�兑水60kg�用手 （机） 动喷

雾器喷施�每隔10～15d667m2喷两次72％甲霜
灵锰锌150g�兑水60kg；每隔7～10d667m2喷
一次72％甲霜灵锰锌150g＋64％杀毒矾40～80g
＋防蚜虫药�8月中旬为晚疫病的大发生时期�根
据田间发病情况喷药�喷后遇雨天重喷；在整个生
育期喷3～4次农用链霉素�15g/667m2左右�以
防细菌性病害发生。
（5） 及时收获�茎叶枯黄立即收获�防止病菌

从地上茎叶传到薯块�精收细捡�捡出病薯、烂
薯、破薯�适当晒种�除去表皮泥土使表皮老化防
止机械创伤�并且用药剂处理种子�晾干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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