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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在兴山县夏粮生产中占举足轻重
的地位，常年播种面积在5000hm2左右，占
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24％，占夏粮播种
面积的47％，总产达到14084t，占夏粮总产
的54％。 由于受繁育体系不健全、 品种混杂
退化、 栽培技术倒退、 病虫危害等原因的影
响，导致单产很低。1997年全县平均单产仅
2595kg，比宜昌市平均单产低82.5kg。

1 兴山县马铃薯低产的原因

1.1 品种混杂退化、 病害重
兴山县目前种植的有米拉、 克矮、 克新

1号、 麦红白、 新芋4号、 鄂芋1号、7627-
78、8230-2等10多个品种。 由于品种多，又
没有进行原种生产，导致混杂退化严重，农
业局、植保站1997年在黄粮镇黄粮坪村二组
调查，花叶病毒病及卷叶型退化病株率分别
达43％、37％；在高岚镇王家河村调查，面
积7hm2，皱缩花叶病毒病田间发病株率平均
达85％，最重田块达100％，平均产量仅
820.5kg／hm2，严重威胁着夏粮生产。
1.2 保苗株数低、 换茬不够

据1997年在榛子、火石等乡 （镇） 调查，
部分农户2m 宽1行或3.3m1行，单行种植，
平均密度25500株左右，土地利用率低，而
在空行中又套4行或6行玉米，造成马铃薯
长期在荫蔽条件下生长，群体结构不合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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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率低，影响夏粮产量的提高。
另外轮作换茬也不够，兴山县马铃薯面

积大的乡 （镇） 又是烟叶生产的主产区，受
耕地面积的制约，难以调整茬口，无法进行
轮作。 近年来，马铃薯由于混杂严重，大部
分品种感染了黑胫病、 环腐病、 皱缩花叶病
毒病、 粉痂病，即降低了品质，又严重影响
了烟叶和马铃薯生产。

2 提高马铃薯产量的主要对策

2.1 加速马铃薯良种繁育
兴山县农科所是马铃薯育种、 良种繁育

的基地，60年代初开始从事引种育种工作，
先后引进米拉、克新1号、双丰收、新芋4号
等几十个马铃薯良种，随后选育出71-2-2、克
矮、 7627-78、 鄂芋1号等10多个新品种
（ 系） 。其中7627-78获县科技成果二等奖，鄂
芋1号湖北省审定命名，获宜昌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对促进全县夏粮生产起着积极地推
动作用。 近年来，由于混杂退化严重，又没
有替代品种，严重阻碍着夏粮生产的发展。要
提高兴山县马铃薯产量，品种更新迫在眉捷，
要加大科研单位的科技力度，充分利用农科
所的优势，加快马铃薯品种的提纯复壮、 原
种生产、 新品种选育的步伐。 以农科所为龙
头，以所带村为基地，建立马铃薯良种繁育
体系，以引进良种和提纯复壮为突破口，对
“米拉”、 “鄂芋1号” 进行提纯复壮、 原种生
产，同时引进良种加速繁殖，力争在3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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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县品种更新。
2.2 普及推广双套双的高产栽培模式

兴山县马铃薯生产大多是套种栽培，实
行双套双的栽培方式，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
土地资源，主攻单位面积产量。经县农业局、
农科所在榛子、 火石两个乡 （镇） 验收测产，
双行马铃薯产量 （主粮） 3238.5kg／hm2，玉
米产量6216kg／hm2，两项合计9454.5kg／
hm2，玉薯双套双种植的马铃薯产量比宽大
行1980kg／hm2，增产63.5％。因此，马铃薯
生产必须下大力气改变传统的宽大行栽培方

式，推广玉薯、麦薯双套双的高产栽培模式。
其种植规格为：1.5～1.67m 一带，宽窄行种
植，窄行0.4m，宽行1.1～1.27m，株距15
～28cm，6.0万～7.5万株／hm2。
2.3 提纯复壮，恢复种性

兴山县大面积种植的马铃薯品种米拉、
鄂芋1号，品种好，产量高，抗病力强，但
在生产上只注重了用，而没有保种的具体措
施及办法，科研单位又没进行原种生产和提
纯复壮工作，导致品种混杂退化。 要使优良
品种保持种性，在生产上经久不衰，就必须
采用提纯复壮、原种生产等办法来恢复种性，
利用本县农科所及高山气候昼夜温差大的有

利条件迅速将米拉、 鄂芋1号提纯复壮，恢
复优良品种的本性。其方法是采用单株选择、
幼龄薯作种、 整薯播种、 秋播留种等手段进
行筛选提纯，达到减轻病害，防止退化，恢
复种性，提高单产的目的。
2.4 选用壮龄薯整薯播种

兴山县农民留种的习惯是选用小薯作种

（俗称区区洋芋） ，常常是有病植株的薯块都
小，这样用带毒的小薯作种，年复一年，使
马铃薯因病害引起退化，产量越来越低，病
害越来越重，品质下降。在挑选马铃薯种时，
不可盲目选留小薯作种，应选择具有薯形规
整，薯皮细致柔嫩不滑，重50～100g 的壮龄

薯作种，播种时不要切块，提倡采用整薯播
种，一是可提高马铃薯的耐旱、抗旱能力；二
是可控制病害蔓延；三是充分利用顶端优势。
整薯播种单株生产力可达2.1kg，最大薯块
达0.75kg，整薯比切块增产25％左右。
2.5 进行合理的轮作换茬

马铃薯和烟叶同属茄科作物，病害互相
感染，加上全县马铃薯的主产区，又是烟叶
生产的大乡大镇，造成了马铃薯、 烟叶同受
病害影响不能高产。 因此，在栽培上必须合
理调整茬口。 一是烟叶进趟田单作，杜绝套
种马铃薯；二是马铃薯种二、 三类田，坚持
三年一轮换。播种马铃薯的田与烟叶田错开，
轮流在二、 三类田及新开荒田种植，特别是
鄂芋1号适宜种植三类田，耐瘠薄，这样对
发展烟叶及马铃薯生产都有利。 所以进行合
理的轮作换茬是提高马铃薯产量的一项有效

增产措施。
2.6 重施有机肥，增施磷肥，补充钾肥

马铃薯对肥料的吸收集中在前、中期，故
重施底肥十分重要。目前，全县施肥水平低，
且偏重于化学肥料，有机肥用量大幅度下降，
磷肥减少，钾肥已不够用。 因此，应根椐我
县有利的自然资源，大积大造有机肥，以有
机肥为主，化学肥料为辅，增磷、 补钾，每
公顷施有机肥4.5万～6.0万 kg，施磷肥
450～600kg，补施钾肥45kg。 沟施或穴施于
10cm 以下土层，这样即可提高土壤肥力，又
有利于疏松结薯土层，提高马铃薯单产。
2.7 加强田间管理

当出苗率达60％时，应及时中耕除草，以
提高地温，破除板结，促齐苗、 壮苗。 等幼苗
出土达80％时，及时追施破土肥，促进平衡生
长，每公顷施碳铵225kg 或尿素150kg；于现
蕾期 （打花苞） 追施蕾肥，结合培土，每公顷
施碳铵75～105kg，采用穴施，边施边盖土，注
意肥料要离幼苗7cm 左右，以防止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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