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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马铃薯生育期短
，

增产潜力大
，

经济

效益高
，

是浙西南山区农民重要的粮食
、

蔬

菜和饲料作物
，

在发展
“
一优两高

”
农业

，

振

兴山区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
。

文成
、

景宁两

县地处洞宫山脉东南段深山中
，

���的耕地

垂直分布在海拔 ���一 �����
，

排水良好
，

非

常适宜马铃薯生长的山坡梯地上
。

近年来
，

两
�

县农业部门因地制宜
，

利用山区劳动力充足
，

冬闲田面积大
，
气候凉爽的优势

，

积极引导

农民大力发展
“
马铃薯—单季稻

”
两熟制

生产
，

不但为本地提高复种指数和粮食产量
，

增加经济收入
，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起到了显

著的作用
，

而且使两县扩大了春粮种植面积
，

使春粮获得了连年增产丰收
，

促进了畜牧业

的迅速发展
。

据统计
，

文景两县 一���� ����年
，

年均

种植春马铃薯为 ������
“ ，

年均马铃薯总产

�折原粮�为 ���
�

�万 �������� ����年
，

年

均种植马铃薯为 ������
“ ，

总产量为 ����
�

�

万 ��
，

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总产量均 比 ��

年代增长 �倍以上
。

其中 ����年
，

两县种植

春马铃薯������
“ ，

占春粮总产量的��
�

���
，

收稿 日期
� ����一��一��

总产量达 ����
�

�万 ��
，

占春粮总产量的

���以上
。

����年
，

由于普遍推广了良种和

良法
，

因此
，

马铃薯获得了超历史的大丰收
，

出现了很多高产典型和高产田块
。

文成县三

源乡朱阳村
，

地处海拔 ��� 余 � 的高山峻岭

中
，
����年种植了马铃薯高产中心示范方

�
�

����
“ ，

经县农业局验收
，

鲜薯平均产量达

�����
�

������
’ ，

其中张维康户种植马铃薯

高 产攻关 田 �
�

����， ，

单产高达 ��������

�耐
。

海拔 ���� 的景宁县景南乡西洋村
，

今

年种植马铃薯高产中心示范方 �
�

����
�，

经

丽 水地 区农业 局验收
，

鲜薯平均产量达

����������
�。

据该县 ���
�

����
高产攻关田

和 中心示范方产量统计
，

鲜薯平均产量为

�����
�

������
� ，

并 出 现 了 不
�

少 单 产 超

续���������
’
的高产田块

。

� 发展马铃薯生产的气候优势

文景两县地处浙西南深山区
，

立体农业

十分明显
。

两县垂直分布在海拔 ���� 以上

的耕地有 ����余 �� “ 。

年均温度 ��
�

�℃ ，
�

月份平均气温为 �
�

�℃ ，
�一���� 深的土温

为 �
�

�℃ � 峨月份平均气温为 ��
�

�℃ ，
�一

���� 深的土温为 ��
�

�℃ ��月份平均气温为

��
�

�℃ ，

最高气温为 ��
�

�℃ ，

而且 日较差小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

第 �期
， ����

十分有利马铃薯块茎的膨大
。

据有关部门研

究指出
�

造成马铃薯种性退化的主要原因是

病害侵染
，

在种薯带有病毒时
，

温度高是导

致马铃薯病毒迅速发展的主要因子
。

文景两

县海拔 ���� 以
�

�的山区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

暑
，

马铃薯一般都在 �月初播种
，
�月初收

获
。

在马铃薯生长期内
，

气温凉爽
，

日较差

小
，

不仅十分有利马铃薯的生长
，

而且病毒

增殖缓慢
，

块茎内病毒含量低
，

种性优良
。

因

此
，

利用高山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

建立繁

种留种基地
，

对加快浙西南山区马铃薯生产

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

� 高产栽培的主要技术措施

综合文景两县的生产经验
，

我们认为春

马铃薯要获得较高的产量
，

主要技术环节有

以下几点
。

�
�

� 选用良种
，

大力推广高山种薯

据文成县南 田镇农技站当年试验表明
�

从北方引入的克新 �号
、

克新 �号
、

金冠
、

坝

薯 �号
、

东农 ���
、

集农 ��� 等品种
，

茎粗叶

茂
，

较抗病
，

薯块大
，

产量高
，

食昧好
，

适

宜在浙西南山区种植
。

这些品种目前已成为

文景两县高山地区的主栽品种
，

当地品种腰

子芋
、

乌脚茎株型紧凑
，

结薯集中
，

退化慢
，

产量高而稳
，

食味佳
，

也仍然有较大的种植

面积
。

据有关单位研究指出
�

种薯生长和贮藏

期间遇到高温
，

则会明显影响它的生命力
。

因

此
，

利用高山地区夏无酷暑
，

温度较低的气

候条件生产
、

贮藏种薯具有退化慢
，

增产效

果显著的优点
。

据文成县珊溪镇农技站试验

结果表明
，

低海拔地区种植高山留种的克新

�号
，

鲜薯平均产量为 ����������
� ，

比低���

就地 留种 的增 产鲜 薯 ���������
�，

增 产

���
·

���
。

景宁县沙湾镇农技站试验结果表

明
，

采用高山留种的郑薯 ��
一

�鲜薯产量为

����������
�，

比低山留种的增鲜薯 �������

���，

增产 ��
�

���
。

多点实践表明
�

利用高

山生产种薯就地留种
，

种薯贮藏在通风
、

透

光
、

凉爽的地方
，

可明显提高种薯的生命力
，

减轻退化
，

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值得大力

推广
。

�
�

� 适时播种拿全苗
，

合理密植促高产

据文景两县农业局粮油站试验结果表

明
，

选用耕作层深厚
，

排水良好
，

疏松而富

含有机质
，
�� 为 �一�

�

�
，

地下水位在 ����

以下的砂壤土种植马铃薯最容易获得高产
。

为此
，

两县的农民选择好土地后
，

首先都要

进行深耕����� 以上�
，

然后再深开沟做高畦

�畦宽 �������
、

高 ��一�����
，

开播种穴或

播种沟 �深度 ���� 以上�
，

并沟施或穴施优

质栏肥 ������ ����������
“ ，

作基肥后再播

种
。

土壤肥力较高
，

株型高大
，

分枝多的品

种每公顷播 �����株左右
� 株型紧凑的早熟

品种
，

播种偏迟 和上壤肥力差的田块每公顷

播 �����株上下
。

多数农民采用高畦深沟双

行种植
，

播后浅复土
。

这样既可防止 田间积

水浸渍
，

增加通透性
，

又可充分发挥边行优

势
，

促使提高单产
。

据文成县试验表明
�

马

铃薯地下茎节上的结薯层与生产环境条件有

密切的关系
。

播种太浅或复土太薄
，

甸甸茎

容易露出地面
，

变成地上茎的侧枝
，

使地下

部结薯层次减少
，

对产量影响很大
。

采用深

栽浅复土及生育期间进行多次巾耕培土的技

术措施栽培马铃薯
，

有利前期提高土温
，

抗

旱保苗
，

加快幼苗生长
，

降低后期土壤中的

温度
，

加快块茎膨大
。

采用这种方法种植马

铃薯比传统栽培方法可增鲜薯 ���以上
。

�� � 加强田间管理
，

促使马铃薯丰收

马铃薯是需肥较多的高产作物
。

为此
，

播

种时施足基肥
，

增施有机肥和钾肥
，

保证有

足够的养分供其生长发育的需要
，

是夺取马

铃薯高产的重要环节
。

据有关部门研究指出
�

钾肥对马铃薯植株内部的生理过程起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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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每生产 �����块茎大约需要从土壤

中吸收钾素 ���
。

施钾的马铃薯
，

不但植株生

长健壮
，

抗病力强
，

而且块茎内淀粉积累多
，

有利提高单产和品质
。

为此
，

早施施足钾肥

对夺取马铃薯高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

文景两县农民种植马铃薯时
，

除施足有机肥

外
，

还要每公顷施硫酸钾 �����作基肥
。

幼

苗期结合中耕培土
，

每公顷再施硫酸钾 ���一

����� 作 追 肥
，

并 配 施 人 粪 尿 �����

�������追施发棵肥
。

后期再用 �
�

���硫酸

钾或 ���倍磷酸二氢钾液进行叶面喷施 ��

�次
，

以防植株早衰
。

据文景两县农业局粮油

站试验结果表明
�

后期喷钾的比不喷钾的可

增产一成以上
。

马铃薯需磷量为钾素的三分之一
，

需氮

量为钾素的二分之一
。

为此
，

在基肥中必须

配施磷肥 ���一 ��������
“ ，

在成熟前 ��� 内

再用 ��过磷酸钙液根外追肥 ���次
。

氮肥

用量不宜过多过迟
，

宜在现蕾前早施为好
，

以

防贪青徒长
。

在出苗后 ��一 ���
，

当甸旬茎顶

端开始膨大时应抓紧进行清沟培土
，

最后一

次培土应在现蕾前 �� 内结束
。

清沟培土既可

排除田间积水
，

义可防止块茎外露
，

受光变

绿
，

降低品质
。

同时还可以创造一个水分适

中
、

土壤温度相对凉爽的环境
，

为马铃薯高

产奠定基础
。

海拔 ���� 以上的山区种植马铃薯容易

遭
“
倒春寒

”
和晚霜的危害

。

因此在低温来

临前
，

当地农民均需要用谷壳
、

草木灰
、

秸

秆等将幼苗覆盖好
，

霜后再仔细清除
。

出苗

后就及时进行中耕
、

追肥
、

补苗和培土
。

补

苗在阴天或晴天傍晚进行
，

采用带土移栽
，

并

浇施稀人粪尿
，
以促缓苗

。

同时将多余小枝
、

弱枝从基部拔除
，

每穴留壮枝 �一�个
。

高山

区种植马铃薯会开花结果
，

因此在孕蕾初期

要及时摘除花序
，
以利减少养分消耗

。

若发

现植株徒长的田块
，

则要进行打顶或在马铃

薯发棵终止前
，

喷施 ��烯效哇溶液或 ���

多效哇溶液
，

每公顷喷 �����
，

对防止植株徒

长
，
延迟结蕾

，

促使养分向块茎内输送有较

好的效果
。

若发现蚜虫
，

应在蚜虫盛发期用

���乐果或 ��纬抗蚜威可湿性粉剂兑水喷

治
。

若发现晚疫病
，

则可用 ���甲霜铜或瑞

毒霉 ���一���倍药液进行喷治
，

每隔 �一��

喷治一次
，

连喷 ���次
，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 建立高山留种基地
，

防止种薯

退化

马铃薯退化是浙西南低海拔山区较为普

遍存在的问题
。

如果用退化种薯栽培往往易

造成产量锐减
。

为此
，

有计划地在海拔 ����

以上的高山区建立种薯留种基地或采用当年

采收的春薯打破体眠期进行秋播繁种
，

使种

薯形成期避开夏季高温
，

可显著减轻退化
，

生

产出品质高
、

生长旺盛的健壮种薯
。

浙西南

海拔 ���� 以上的山区
，

具有建设繁种留种

基地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景宁县景南乡

西洋村利用这种气候优势
，

建成了留种繁种

基地 ����
“ ，

不但每年为低海拔山区提供了

优质种薯 �� 余万 ��
，

而且使本村农民增加

收入 ���余万元
。

该村基地上用的种薯均是

从北方调入的抗病力强
、

退化轻的高产良种
。

当地农民一般都是在马铃薯植株枯死前 ���

左右
，

进行田间株选或块选
，

去杂去劣
，

然

后收获并选用无病的中型薯块作为种薯
。

种

薯贮藏在透光
、

通风
、

温度较低的室内
，

这

样既可防止高温发芽导致降低生活力
，

又可

防止诱发
“
早生块茎

”
导致降低种薯的优良

种性
。

目前
，

抓好选留种和种薯贮藏工作已

成为当地农业部门和农户均十分注意的一项

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