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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粮
、

菜
、

饲兼用的高产作物
，

也

是我省主要的春粮作物之一
。

在 ���� 年以

前
，

我省春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在 �
�

�一�
�

�万

�� “
之间

，

单产水平也较低 � ����年种植面

积第一次超过 �
�

�万 �� � ，

此后每年以平均

���以
，

�速度递增 �表 ��
。

至 ����年
，

全省

春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
�

���万 �� �，

产量

�」�������� “ ，

鲜薯总产量 ��
�

��万 �，

实现

了种植面积
、

单产和总产都创历史的最高水

平
。

表 � 浙江省近 几年春马铃薯和早熟马铃

薯的 面积和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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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月期
， ����一�� 一 ��

� 春马铃薯早熟栽培的提 出及

发展趋势

��年代末和 �� 年代初
，

随着冬季开发

农业的发展和水 田优化种植结构的需要
，

针

对我省马铃薯生产上品种混杂
、

种性退化严

重
，
以及大多数品种生育期偏长

，

不适应我

省三熟制耕作制度中安排种植等原因
，

造成

春马铃薯面积小
、

产量低的状况
，

因此我局

组织了有关县 �市�农业科技人员
，

从东北

农业大学和黑龙江省农科院克山马铃薯研究

所等地引进
、

筛选出适合本省种植
，

表现早

熟
、

高产
、

优质的东农 ���
、

克新 �
一

号等品种
。

并 由此开展高产栽培试验和大面积示范推

�
’ ‘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促

进了春马铃薯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
。

马铃薯早熟栽培的面积
，

由 ����年的

������ ，

提高到 ����年的 �一����� ” ，

单产

水平逐年提高
，

至 ����年平均鲜薯产量达

���������
、 �、 “ �表 一�

。

我省早熟马铃薯最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发展早熟马铃薯有利

于开发冬季农业
，

增加冬种粮食面积和产量
。

春马铃薯一般在立春前后播种
，

能够充分利

用 我省早春的温
、

光
、

水和劳动力资源
。

同

时
，

全省每年约有 �� 万多 �� �

的冬闲 田
，

其

中许多土地适宜于种植马铃薯
，

即使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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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热量条件较差的山区单季稻地区
，

也可增

种一季春马铃薯
，

改一年一熟或二熟为二熟

或三熟
，

提高粮地复种指数
，
增加粮食播种

面积和 总产
。

如景宁县上渔乡
，

地处海拔

���� 的高山区
，

在单季稻前增种一季春马

铃薯
，

一般 ����
”
产鲜薯 �公����左右

，

在不

影响单季晚稻的插种季节及产量的前提下
，

增收一季春马铃薯
。 ‘

其次
，

发展早熟马铃薯

有利于增加山区半山区农民的收入
。

春马铃

薯在高山气候凉爽地区种植
，

生长发育好万种

性退化轻
，
产量高

，

品质好
，

粮菜兼用
，

因

此经济效益也较高
。

如永嘉县 ����年调查
，

覆膜栽培的春马铃薯一般 ���� ’
产 ����一

������
，

收入可达 ���一���元
，

高的甚至超

过 ����元
，

比同期种植小麦
、 ’

油菜的收入增

加 �一 �倍
，

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

近年的事实

证明
，

发展早熟马铃薯不仅可以解决山区农

民的粮食问题
，

同时也是山区人民脱贫致富

的一条好门路
。

另外
，

发展早熟马铃薯有利

于缓解我省及邻近省市的
、

早春 刁蕊 �月份的

蔬菜淡季供菜紧张的矛盾
，
因此市场销路看

好
，

经济效益好
，

农户有进一步扩大种植面

积的趋势
。 �

据试验一般 比低海拔地区留种增产 ���一

���以上
，

并且种薯价格低
、

成本下降
，

更

有利于我省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

�
�

� 采用地膜被盖和催芽播种

地膜覆盖具有保温保湿
、

土壤疏松
、

杂

草少等优势
，

有利于早熟高产
，

效益好
。

地

膜覆盖早熟栽培马铃薯的生长优势
�

一是增

产显著
，

一般 ����
�

增产在 ���以上
，

据义

乌市试验
，

春马铃薯地膜覆盖比露地栽增增

产 ��
�

�� � �表 ��� 二是早播早熟
，

据试验

地膜覆盖区 ���� 土层温度要 比露地高 �一

�℃ ，

因而播种可提早 ��一���
，

地膜覆盖出

苗快
、

结薯早
，

成熟收获也相应提前 ��一

����三是鲜薯的商品性好
· ，

大中薯比例高近
�倍 �表 幻

， 四是上市早
，

效益高
，

采用地

膜覆盖的马铃馨在 �月上中旬可以大量上

市
，

此时正是蔬菜春淡季节
，

市场销售价格

高
，

经济效益好
，

一季马铃薯产值一般可达

����元����
��� 以上

，

高的超过 ����元 � 五

是有利于后熟高产和全年高产
，

马铃薯早收

获还可为后茬作物提早腾茬播种
。

表 � 马铃薯地膜覆盖与露地栽培

的经济性状和产量比较

� 春马铃薯早熟高产 的主
尸

要栽

培技术

弓
�

� 选用早熟
、 ’

高产和退化轻的种薯

选用和攀广高产良种
，

及时更换种性退

化的品种是鸟铃薯早熟
、

高产的重要栽培措

施
。

近年来
，

我省一方面从高纬度地区调入

马铃薯种薯
，

全省各地每年从东北调运东农

���
、

克新 牛号等种薯 ��� 多个车皮
。
根据各

地多年的品 比试验结果
，
北方种薯比本地留

种增产 ���以 卜
，

高的达 的�以 已
一

增产效

果显著
。

另一方面
，

积极示范推广秋繁留种

和高海拔山区繁种留种
。

北方种薯在本省秋

繁和高海拔山区繁种留种
，

种性退化比较慢
，

处理
单株鲜著

重 ���

每株薯块数 �个� 产量

总数 大中� ������ “�

地膜覆盖

露地����

士��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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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六曰�︵���八��
�峪�曰�

催芽播种能提前打破休眠期
，

有利于早

苗齐苗
、

分枝多
、

成熟早
、

每株结薯多
，

比直

播栽培增产显著
。

据景宁县英川镇农科站试

验观察
，

马铃薯催芽播种比不催芽的单位面

积出苗数和出苗率明显增加
，

����
“
增产鲜

薯 ��
�

�一 ���
，

���
。

催芽方法是
�

在播种前 ������
，

选择无

病 虫的健康种薯
，

摊放在透光
、

温度 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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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对湿度 ���一���的温室内
，

待芽

长 �一��� 时带芽切块后播种
。

最近二年
，

义乌市
、

丽水地区等地对早

熟马铃薯采用双膜覆盖
，
即地膜再加小拱棚

膜或大棚内再覆盖地膜
，

鲜薯增产幅度更大
，

熟期更早
，

经济效益更高
。

如义乌市吴店镇

前山村 �� ����
’
双膜覆盖的早熟马铃薯

，
品

种 为东农 ���
，

产鲜薯达 �����
�

������
� ，

同时熟期也提早到 �月初
，

增产增效十分显

著
。

�
�

� 施足基肥
，

重施有机肥
，

配施磷钾肥

马铃薯生育期短需肥量大
，

对磷钾肥敏

感
，

再加入覆膜后不能多次施追肥
，

因此施

肥应一次性全部作基肥施入
，

并配施适量的

磷钾肥
。

试验结果表明
，

一次性重施基肥具

有明显的早结薯
、

结大薯的增产作用
。

施肥

方 法是
�

翻耕前每 ����产 先 施 腐 熟 栏 肥

����一 �����‘ ，

然后整地开穴
，

再将复合肥

����� 加尿素 ����施于穴 内
，

播种时避免

种薯与穴肥直接接触
，
以防伤根伤芽影响出

苗
。

在收获前一个月左右用叶面宝
、

喷施灵

或磷酸二氢钾溶液作根外追肥施叶面也有较

好的增产效果
�

�
�

� 合理密植
，

高垄穴播
，

发挥群体优势

以往马铃薯生产上每 ����
�
习惯种植

株数在 ����株左右
，

种植密度偏稀
，

是影响

产 量进一步提高 的主要 因 素 之 一
。

根据

����
�

产鲜薯 ������ 以上的高产 田块资料

分析
，

每 �����
的种植数都在 ����株以上

，

甚至超过 ���� 株
。

但株数过多
，
一方面增加

种薯用量成本高
，
另一方面大中薯比例下降

。

因此 在生 产上的合理种植密度以 ����一

����株�����
�

为宜
。

高垄穴播具有加厚土层
，

防止田内积水
，

增加土壤通透性
，

扩大昼夜温差等作用
。

据

绥云县试验证实
，

高垄栽培的马铃薯有出苗

早
、

薯块大
、

产量高等优点
，

鲜薯 ����
�

产

里 比平畦栽培增 �����
，

增产幅度为 ��
�

���

�表 ��
。

高垄栽培的具体做法是
�

年前进行清

沟排水并深翻土地
，

使土壤风化粉碎 � 播种

前再开垄精整
，

一般垄宽 ����
、

垄高 ����
、

沟宽 ����
，

每垄播种两行
。

表 � 马铃薯高垄与平吐栽培的土温和经济性状等比较

���� 土温�℃�
处理

出苗期

�日�月�

产量

�����

��
�

��

��
�

��

��
�

��

����

株高

����

单株结薯

�个�

单株薯重

��� ������ ��

高垄

平畦 ����

士��

��
�

��

��
�

��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

�����

�����

注
�

播种期为 �月 �日
， 、

土温系 �月�� 日至 �月 �日的平均值

� 结 语

春马铃薯现 已成为我省冬季开发农业的

一季重要作物
，

它不仅是交通方便
、 ，

市场经

济较发达地区农民增加经济收入的经济作

物
，

而且也是交通较为闭塞
、

经济相对落后
、

二三产业发展缓慢的贫困山区农民的粮食和

饲料作物
。

在马铃薯早熟高产栽培技术
�

匕 一是继

续推广优质高产早熟品种东农 ���
、

克新 �

号
，

试验示范早大白 � 二是大力推广马铃薯

地膜覆盖早熟栽培技术
，

试验 ��� 生根粉
、

烯效哇等新技术 � 三是推广
“
五改

”
栽培技

术
，

即改低海拔留种为高山留种或北方调种
，

改盲目播种为催芽播种
，

改多次施肥为重施

基肥
，

改稀播平畦栽培为高垄双行密植
，

改

露地栽培为地膜覆盖栽培
。

一 山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