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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随着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和
订单农业的兴起�为了充分利用德宏州春季气温
高、霜日少的气候优势和丰富的冬闲田资源发展马
铃薯生产�为加工企业提供丰富原料和为鲜薯市场
提供优质商品薯�德宏州农科所积极开展了适宜种
植新品种 （系） 的评价筛选工作和在全州的多点试
验示范�并总结出一套较成功的丰产栽培技术。
1　品种的评价和选择

鉴于德宏州生态气候条件和马铃薯种植用途的

要求�我所参加了由云南省种子管理站和云南师范
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等单位主持的 “云南省马铃薯
品种区域试验” 冬作组的试验工作�同时大量引进
外地州同气候类型地区或省外认为表现较好的优良

品种进行试种或试验示范�拟从中评价筛选出适宜
本州气候条件下种植的优质加工型新品种�用于大
面积示范推广。对所选品种 （系） 总的要求是生育
期适中、适应性强、对晚疫病有一定抗性、产量
高、结薯集中、薯块均匀、大薯率高、芽眼少而
浅、品质好、还原糖含量低、适宜油炸片加工和对
光照不敏感等。在全省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冬作组
的试验中�较符合上述条件要求的品种 （系） 有大
西洋和中甸红眼两个�在德宏试点两年试验的平均
产量分别达到了1125∙4kg/667m2 和1585∙9kg/
667m2�分别居全省6个参试品种的第三位和第一
位。这两个品种�经从昆明等地调进原种或一级种
在全州多点试种�平均单产一般在1800～2300kg/
667m2�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示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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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栽培技术要点
2∙1　选好田块�精细整地

德宏州的土壤多为冲积型、洪积型�均适宜马
铃薯的生长�但要获得高产�必须选择沙壤土、黑
泥土 （木香土） 的田块种植为佳。同时�还应有排
灌条件�交通便利。

目前德宏州以 “夏秋水稻－－－冬马铃薯” 的耕
作方式较为普遍�由于前作水稻长时间灌水�田湿
度大�为此应及早晒田。以大芽块、大垄、深种、
深培土为主的 “两大两深” 栽培技术�是近几年德
宏州冬种马铃薯获得高产的主要经验�而深耕细耙
又是深种的前提。因此�当田间土壤水分达到机械
要求时�及时进行机耕�深耕25～30cm�并做到
两犁两耙�以达到田平、土细的要求。
2∙2　选用优良品种

经过几年的引种试验�中甸红眼具有生育期适
中、产量高、薯块均匀、商品性好、抗病性强的特
点�2001年已在我州推广1333hm2。大西洋是有
名的炸片加工型品种�在我州表现为生育期适中、
耐肥性好、结薯集中、大薯率高、芽眼浅而少、抗
病性较好�已在我州进行示范。以上两个品种�播
种前15～20d 应认真挑选健康无病斑、薯形正的
种薯�催芽或自然发芽、壮芽后整薯带芽播种。
2∙3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德宏州主要坝区10月至次年4月的平均气温
13∙8～19∙5℃�2～3月昼夜温差18～20℃�而马
铃薯生长区域的等温线为21℃�昼夜温差大�利
于结薯和薯块的膨大。从市场供求看�由于省内几
个马铃薯主产地都以春种为主�8～12月是商品薯
供应的旺季�而1～6月是商品薯供应和加工企业
原料供应的紧缺时期�在昆明的市场价格每 kg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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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元。我州目前推广的中甸红眼、大西洋
等品种冬播时从出苗至成熟80～90d�因此�10～
12月均是冬种马铃薯的适宜播种时期�可赶在次
年2～5月市场供应紧缺时收获上市。

我州马铃薯冬种�处于前期气温高�中期气温
低�后期气温又高的气候条件�造成前期生长发育
快�结薯数量多�但薯块中等�单株生产能力低�
植株的茂盛程度不及大春马铃薯。所以�田间种植
可适当加大密度�以4500～5000株/667m2 为宜�
宽垄种植�利于薯块的形成、膨大。其株行距
0∙2～0∙25m×0∙6m�种植方式为双行条栽或单
行条栽均可。在土地平整后�可先开墒�一般墒宽
2∙0～2∙5m�墒沟挖至底层板土�再沿墒宽开播
种沟�其深度比墒沟略浅3～5cm�若播种节令早
或土壤湿度大的田块�墒沟还应再深些�采用高垄
种植�便于排涝。开好播种沟后可晒5～10d�以
利于增加土壤湿度�待种薯芽长1cm 左右时再播
种。播种时�可先将农家肥1000～2000kg/667m2�
防治地下害虫的药物如地虫灵3～4kg/667m2�施
入播种沟内覆盖1cm 左右薄土�然后再放种薯�
并在两个种薯间施入复合肥�用量为30～40kg/
667m2�使种薯与肥料、农药隔开�以免烧伤种
薯。播种后再盖土8～10cm。为了减少杂草危害�
覆土后可喷施都阿合剂等除草剂杀灭草芽。
2∙4　种薯处理

冬种马铃薯一般采用整薯带芽播种�种薯每个
30～50g 左右。若种薯过大�可采用切块带芽播
种。具体办法：提前2～3d�用刀将种薯从顶到脐
纵切1～2刀�平分2～4块�使每一块都有顶芽和
侧芽�用草木灰加杀菌剂 （如多菌灵） 拌糊切口。
切块所用的刀或木板等用具�也应该用甲醛1000
倍液消毒。一般种薯的休眠期2～3个月�若用我
州高寒山区春繁种薯�可直接播种�但若从我省中
部地区调进的种薯�一般8月份左右才收获�冬种
时未通过休眠期�需进行催芽处理�主要采用物理
和化学两种方法进行。

物理催芽方法：将种薯与略湿润的沙子混合堆
捂�外加稻草、麻袋等保温材料覆盖�堆捂的高度
50～60cm 为宜�放置在散射光照射的地方。在
25～28℃的条件下�一般20～25d即可发芽。

化学催芽方法：一般采用20～30×10－6赤霉
素浸泡种薯15～20min 捞出�也可用10～20×

10－6赤霉素水溶液进行喷雾�直至种薯完全湿润为
止。经赤霉素处理后的种薯移至阴凉通风干燥处放
置1～3d�除去多余水分�然后用半干河沙覆盖�
保持一定的湿度�一般15～20d即可发芽。

通过催芽方式得到的芽一般都是白色�必须放
置通风干燥处�有散射光的地方�摊薄进行壮苗�
使芽变成绿色后即可播种。用物理方法简便�安全
性好�但时间要求长；而化学方法速度快�发芽
齐�但浓度一定要掌握好�否则会造成播种出苗后
的徒长。为了克服这一不利因素�可将已催出的嫩
芽掰除�使其重新发出壮芽�以减少赤霉素的影
响；也可在出苗后用多效唑、矮壮素等进行蹲苗。
2∙5　加强田间管理

冬种马铃薯以中耕培土为中心�前期以 “四
早” 促早发�后期以 “两保一防”�促进多结薯�
薯块大而均匀。施肥则采用 “以农家肥为主�三元
复合肥为辅；以基肥为主�以追肥为辅” 的原则。

早中耕�早追肥。中耕培土一般都要进行两
次�第一次进行小培土�在苗高10cm 左右进行�
以除草、松土为目的�先追肥、后中耕�追肥施用
10kg/667m2尿素。第二次进行深培土�是 “两大
两深” 栽培技术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般于封行现蕾
前进行。此次要大量向苗根培土�高度一般应在
6cm以上�培土宽而厚�促进匍匐茎的发生和薯块
的形成、膨大�并防止薯块外露变绿�深培土前施
10～15kg/667m2硫酸钾追肥。

早浇水、早防病虫害。结薯期是马铃薯的需水
量最大的时期�因此�整个生育期间应视田间土壤
湿度情况灌水3～4次�灌水以 “沟满墒不满” 为
限。我州冬种马铃薯的主要病害是早晚疫病和青枯
病�以选用抗病品种为主�采用播种前施药进行防
治�对地上害虫则用灭蝇安、功夫等药剂喷雾进行
防治。对晚疫病的防治�首先应避免与茄科作物连
作�其次出苗后先喷一次波尔多液作保护剂�发病
时每隔7～10d�用58％雷多米尔可湿性粉剂100
g/667m2兑水喷雾防治。
2∙6　适时收获

如以商品薯为种植目的�可根据市场需求合
理安排收获期�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若以种
用为目的�则应等到地上部分自然落黄枯死�薯
皮木栓化加强后再收获�以利于减少贮藏中的腐
烂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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