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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北部干旱风沙区马铃薯
生产现状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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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池北部干旱风沙区地处毛乌素沙漠西

南缘�包括盐池县城郊、柳杨堡、苏步井、高沙
窝、王乐井、鸦儿沟 6 乡�总土地面积
2811．6km2�占盐池县总面积的41．6％。
1995年末实有耕地20536hm2�其中水浇地
2254hm2�占 耕 地 面 积 的 11．0％；旱 地
18282hm2�占耕地面积的89．0％�是一个以旱
作为主的地区。 该区光热资源丰富 （≥10℃

积温2945℃）�昼夜温差大�结薯期恰逢全年
降雨高峰期�土壤质地疏松�非常适合马铃薯
的生长�马铃薯一直是该区主要作物之一。
与糜、谷、荞麦等旱地主要种植作物相比�马
铃薯抗旱性最强�产量最高（5∶1折粮计�下
同）�既是救灾粮食作物�又是当地农民的重
要蔬菜作物�还可用做饲料和加工业原料�是
旱作农业的一大优势�是一特种经济作物。
大力发展马铃薯生产�对该区粮食上台阶�促

的科研成果。

4　问题及讨论
4．1　充分发挥优良品种的使用年限

马铃薯资源材料比较丰富�但实际用于
马铃薯育种的资源材料却很少�没有突破 S．
tuberosum 的种质范围�遗传背景狭窄�尤其
是豫马铃薯1号、2号的育成�给我们所育种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育成综合性状
超过豫马 铃薯1号、2号的品种是很难的。
以往品种更替快�加之综合保种技术的应用�
掩盖了马铃薯退化的事实�为了充分发挥优
良品种的使用年限�就要采用“土洋”结合的
办法�脱毒种薯加保种措施�以期在生产中发
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4．2　加大宣传力度�强力开发

由于宣传不够�致使新品种还没有广泛
被农民接受�在河南省除许昌、漯河、禹州、安

阳、新乡、郑州市大面积种植之外�其它市县
零星种植�面积较小�没有形成大规模。在省
外除河北、江苏、山东大面积种植外�还有更
多的省份需要去宣传开发。
4．3　提高栽培技术水平

目前我省马铃薯单产水平比较悬殊�有
的接近甚至超过世界最高产国家荷兰（平均
37．50t／hm2以上）�有的则较低�究其原因
有：①品种不对路�采用晚熟品种进行栽培�
造成只长秧子�不结土豆�产量极低；②栽培
技术没有掌握�有水利条件不浇水�或不管
理�种上之后就等着收获。为了提高河南省
马铃薯生产的整体水平�就要根据不同的栽
培类型制订出高产栽培技术措施�良种良法
配套�帮助农民寻找合适的品种�掌握高产栽
培技术�使之获得高产、稳产�得到满意的经
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
为 生产力�为生产服务�获得显著的社会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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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加速农民致富奔小康均有积极
意义。同时�该区土地资源丰富�可利用耕地
面积大�人均占有耕地多�也具备大力发展马
铃薯生产的基本条件。

1　生产现状
从“六五”、“七五”、“八五”三个时间段看�

该区马铃薯生产呈不断发展的态势�“六五”全
区年播种面积为1016．9hm2�年平均单产
705kg／hm2�年平均总产828．6t；“七五”播种面
积发展到1547．6hm2�年平均单产上升到
1027．3kg／hm2�年平均总产增加到1605．9t；
“八五”平均播种面积则达到1908．2hm2�年平
均单产达到1303．9kg／hm2�年平均总产达到
2467．8t。15年间播种面积扩大了近2倍�单
产上升了1．8倍�总产增加了近3倍。可以看
出�马铃薯在该区粮食作物中的地位明显上
升。但从1981～1995年逐年的统计数据上
看�该区马铃薯生产年际间波动较大�发展尚
不很稳定。全区马铃薯播种面积最高年份
1991年高达2046．7hm2�最低年份1982年只
有510．9hm2�年际变幅在±461．7hm2之间；单
产最高年份1994年1923．6kg／hm2�最低年份
1982年只有49．9kg／hm2�年际变幅在±499．
5kg／hm2之间；总产最高年份1994年高达
3728t�最低年份1982年只有25．5t�年际变幅
在±1021．8t 之间。

从15年的统计资料看�该区马铃薯平均
单产为1021．1kg／hm2�与国内单产水平较高
（3000kg／hm2以上）的其它地区相比�约相差
3倍；与该区降雨最大生产潜势 （5520kg／
hm2）和光热生产潜力（9165kg／hm2）比较相
差甚远。这说明该区马铃薯单产尚处于较低
水平状态�同时也说明提高该区马铃薯单产
尚有很大潜力。

2　存在问题
2．1　耕地瘠薄�土壤肥力低下

由于该区地处沙漠边缘�长期的风沙侵
蚀加之人为的掠夺式经营�导致土壤沙化严
重�耕地瘠薄�土壤肥力低下。据1983年盐
池县土壤普查结果�该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仅
为0．56％�已低于全国统一标准的最低级。
贫瘠的土壤限制了马铃薯对光、热、降水等自
然资源的利用�减弱了抗御干旱的能力�使该
区马铃薯单产听任降水的摆布。
2．2　耕作粗放�栽培技术水平低

该区马铃薯栽培仍沿用传统的栽培方

式�犁一遍、种一遍、锄一遍、收一遍就算全部
的栽培过程。耕作上深耕�播前镇压、播后耱
地等精细、有效的蓄水保墒措施多被忽略；生
产上基本不进行培土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

理工作。
2．3　降水少且年际间变化大

据1981～1995年统计资料�该区年平均
降水量为282．2mm�年际间变幅在±64．2mm
之间。经计算�年降水量与当年马铃薯单产呈
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668∗∗）�可见�降
水量少且年际变率大是影响该区马铃薯单产

不高、发展不稳的重要原因。
2．4　品种混杂�病害严重

由于该区马铃薯种薯生产长期处于自由

种植、自由调种、自由用种、商品薯和种用薯
不分的状况�导致生产用种杂乱�病害传播加
剧�种薯质量低劣�从而严重影响后代产量和
品质。
2．5　消费渠道狭窄�价格波动较大

该区生产的马铃薯除少部分外销外�主
要是供给人们食用和作饲料�只有极少的一
部分进行粗加工。狭窄的消费渠道使该区马
铃薯价格主要受外销市场价格的影响�往往
波动较大�从而直接影响农民的马铃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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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

3　发展对策
3．1　培肥土壤�奠定马铃薯高产、稳产的基
础

旱农地区一些高产稳产典型令人信服地

表明：在同等光、热、气和降雨条件下�产量的
差异主要取决于土壤肥力水平的高低。培肥
土壤�对于盐池北部干旱风沙区马铃薯持续、
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区有机肥相对
短缺�培肥土壤应以增施化肥、草田轮作、合
理轮作倒茬、精细耕作等培肥措施为主。
3．2　改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传统的栽培技
术

3．2．1　深耕整地
马铃薯的生长发育需要有一个比较疏松

的土壤环境条件。因此�必须采取深耕整地�
在前作收获后�应立即进行深耕灭茬�消灭杂
草�晒垡土壤�接纳伏秋雨水�蓄水保墒�耕深
应在20cm 以上；遇雨耱地后�在上冬前耕耱
收墒；在早春镇压提墒�消除地表龟裂�使土
壤变得上虚下实。
3．2．2　小整薯播种

由于高温能诱导病毒病的严重发生�而
小薯一般都是生育后期在低温下形成的�病
毒含量较低�一般生长力强。用小整薯播种
可以避免切刀传染�能发挥顶芽优势�同时整
薯的芽眼多�在干旱区能保证全苗�从而使小
整薯播种能收到显著的增产效果�整薯大小
以70～90g为宜。
3．2．3　适时压蔓�分层培土

马铃薯匍匐茎的成薯率约为50％ ～

70％�适时压蔓�分层培土�可以使茎叶的生
长向块茎转化�多层结薯�从而获得高产。具
体做法是：齐苗期结合中耕第一次培土�现蕾
期结合压蔓第二次培土�注意使棵丛单株成
匍匐状向四周辐射�以扩大结薯范围�初花期
第三次培土�并打掉花蕾�减少养分消耗。
3．2．4　增施磷、钾肥

马铃薯是需肥大而广的高产作物�传统
的只施氮肥或氮肥配合有机肥的施肥方式难

以满足其对磷、钾肥的需求。增施磷、钾肥�
有利于提高马铃薯品质�增强马铃薯抗病性。
3．2．5　防治病虫害

马铃薯在播种前用100mg／kg 的春雷霉
素溶液浸种2h�不仅能防治环腐病�还有促
使出苗早�促进苗齐、苗壮的作用。马铃薯生
育期间及时拔出病株弱苗�及时防治蚜虫等
传毒害虫�可减少对病毒的传播。
3．3　选用抗旱、脱毒良种

干旱少雨是盐池北部干旱风沙区马铃薯

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造成马铃薯单
产不高�发展不稳的重要原因�因此�选用抗
旱品种是实现马铃薯高产稳产的主要途径。
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使用脱毒薯平均可增
产40％～50％�大面积产量翻一番。结合自
治区“四个一”工程的实施�适时选用抗旱、脱
毒种薯�必将极大地促进该区马铃薯的生产。
3．4　发展马铃薯加工业�拓宽消费渠道

当今�马铃薯加工技术飞速发展�马铃薯
产品也多种多样。该区应积极引进、消化适
合于本地的马铃薯加工技术�就地加工马铃
薯产品�扩大马铃薯消费量�以稳定马铃薯价
格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保证该区马铃
薯生产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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