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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马铃薯配套增产技术的应用推广

徐 玉 清

�四川省万县市农业局农技站 �������

万县市人多耕地少
，

尤其是低坝区人 口

与耕地
，

耕地与粮食
、

蔬菜的矛盾 比较突

出
�

开发利用我市夏秋季十分丰富的光热水

资源
，

增种一季晚秋粮食作物
，

提高耕地复

种指数
，

以提高耕地年生产力
，

增加粮食总

产和调节淡季蔬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万县

历来有种植秋马铃薯的习惯
，

因其生产时间

短
，

产量高
，

品质好
，

又能利用翻秋种植
，

秋薯春用
，

提高春马铃薯产量水平
，

成为我

市晚秋作物的主要品种
�

近十多年来
，

全市

秋马铃薯发展很快
，

据统计
，

�� 年代全市

秋马铃薯种植面积 ��一�� 万亩
，

到 �� 年代

发展到 ��一�� 万亩
�

但由于种植上随意性

较大
，

栽培较粗放
，

产量潜力未能充分发

挥
，

区域之间差异很大
�

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
，

从 ����年起
，

针对我市夏季气温高
、

土壤干燥和品种不对路
，

播种不适
，

出苗

慢
，

缺窝少苗等主要问题
，

以市农技站牵

头
，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秋马铃薯配套增产技

术的协作攻关
，

对秋马铃薯品种
、

播期
、

施

肥
、

播种方式
、

套种耕作形式等主要技术措

施
，

开展了多层次的试验研究
�

通过总结各

地高产经验和试验示范研究成果
，

组装配套

出以
“

抗早早播
，

催芽播种
，

育苗移栽
，

合

理间套
，

提早管理
”

为主要内容的增产栽培

技术
，

经大面积应用推广
，

取得了显著的增

产效益
�

����年全 市应 用推 广而积 达到

��
�

�� 万亩
，

比上年增加 ��
�

�� 万亩
，

扩大

��
�

���
，

平均亩产 ���
�

�公斤
，

较上年亩

增 ��
�

�公斤
，

增产 ��
�

���
，

总产 �����
�

��

万公斤
，

比上年增加 ����
�

“ 公斤
，

增长

��
�

���
�

面积
、 一

亩产
、

总产均创历史最高

水平
，

其产量占全市晚秋粮食的 ��
�

���
�

根据近几年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
， “

秋马

铃薯配套增产技术
”

的主要内容是 �

改晚熟品种为早熟品种

秋马铃薯生育期短
，

要求 品种较为严

格
。

实践证明
，

选用休眠期短
、

丰产性好
、

结薯早
、

抗病性强的早熟两季薯
，

是夺取秋

马铃薯高产的关键
�

经过试验筛选
， “

川芋

��
’ 、 “

川芋早
” 、 “

怀化 �号
”

等新品种
，

表现

早熟
、

结薯集中
、

产量高
、

适应性广等优

点
，

推广面积逐年扩大
，

���� 年全市推广

对路早熟 良种 ��
�

�万亩
，

占种植面积的

“
�

��
。

据试验和大面积调查
，

早熟的
“

川

芋 ��
” 、 “

怀化 �号
” ，

平均单产 比结薯晚的

米拉分别高 ��
�

��
、

��
�

��
�

� 改迟播为适期早播

多年来因受播种方式的限制
，

播期普遍

偏迟
，

光热资源利用低
，

薯块膨大时间短
�

产量不高
�

根据实践经验证明
，

当气温稳定

在 ��℃ 以下是我市秋马铃薯播种的最佳时

段
，

大部分地区在
“

处署
”

与
“

白露
’

之间播种

产量较稳定
，

在此范围播种越早产量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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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开县调查
�

海拔 ��� 米的高桥乡平远村 �

月 ��日播种的亩产鲜薯 ���� 公斤
，

比 �月

�� 日播种的亩产 ����公斤
，

亩增鲜薯 ���

公斤
，

增产 ���
，

提早一天播种
，

产量提

高 ��公斤
�

� 改切块直播为整薯催芽播

过去秋马铃薯单产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
，

在高温干旱季节
，

秋马铃薯直播
，

因土壤干燥
，

易烂种烧芽
。

出苗迟缓
，

造成

大田缺苗严重
�

通过总结经验
，

在严格试验

基础上
，

今年全面实行整薯催芽播种
，

尤其

是利用高海拔区域的春薯秋播
，

因未通过休

眠期
，

发芽迟
，

全部采取了催芽后播种
，

一

般在播前 �� 天
，

在室内通风阴凉处
，

用湿

润沙土覆盖催芽
，

保持一定湿度和 ��℃左

右的温度
，

催芽到芽长 �一 �
�

���
，

再炼 苗

�一 �天
，

带芽下种
�

据统计
，

全市实行整

薯催芽播种面积 ��
�

�万亩
，

占 ��
�

��
，

促

进了早发苗
，

保证了全苗
�

针对伏早强度大
，

秋马铃薯适期
一

早播难
、

度较大的特点
，

抗旱播种
，

保证全苗是秋马

铃薯生产的关键环节
。

实行育苗移栽
，

是保

证秋马铃薯适期播种
、

提高田间出苗整齐

度
、

保证种植密度的又一成功技术
，
����

年在全市大力推广 了秋马铃薯育苗移栽技

术
�

其方法是 � 先将地而整平
，

放上很密集

的一层种薯
，

再盖上 ���的涟肥与 ��� 的

细土混合物
，

通过适度浇水保持一定的温湿

度
，

待出苗后移栽到大田
。

据试验
，

育苗移

栽较直播早出苗 �一 �天
，

出苗率提高 ���

一���
，

产量提高 ��� 一 ���
�

肥料普遍供应充足
，

农民增加了对肥料的投

人
，

施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而且大面积增

施了有机肥和磷钾肥
�

一般施肥水平达到亩

施水粪 ����一 ����公斤
，

碳钱 �一 ��公

斤
，

磷肥 ��一 ��公斤
，

堆渣肥 ����� ����

公斤
�

为满足秋马铃薯生长的养分需要
，

搭

好丰产架子
，

改变过去不追肥
，

或追肥偏迟

的习惯
，

早施提苗肥
，

一般在出苗后追施 �一 �

公斤尿素
，

保证了苗齐苗壮
，

为高产打下了

基础
�

据天城区在董家乡调查
，

出苗立即追

肥的比苗齐后 �� 天追肥亩产高 ��
�

��
�

� 调整间套方式
，

合理套种轮作

� 改迟管为早管
，

早施提苗肥

秋马铃薯出苗快
，

生育期短
，

施足底肥

是夺取高产的重要措施
。

���� 年由 �
几

各地

扩大秋马铃薯而积
，

主要靠利用现有耕

地资源
，

增加复种指数
，

实行合理套种轮

作
。

我市马铃薯 ��� 的面积分布在稻 田
，

在安排种植模式上要兼顾后作
，

不影响小春

播种计划和适时播种
�

通过近几年摸索和各

地高产经验总结
，

发展秋马铃薯与耕制改革

结合起来
，

实行稻田二熟变三熟
，

早地三熟

变四熟的复种模式
，

并在种植规格上不断完

善提高
，

全市已形成了以开县临江片为代表

的秋马铃薯与油菜
“

双套双
’ 、

秋马铃薯与小

麦
“

单套双
” 、 “

单套三
”

的稻 田耕作制
，

和以

云阳凤鸣
、

奉节竹元等地为代表的
“

薯玉苔

薯
”

旱地四熟轮作制
，

并在全市适宜区
一

域内

成为一种规范定型的耕作模式
�

实践证明
，

只要认真抓好各季作物高产技术的推广
，

搞

好前后茬作物的衔接和适时套种
，

不仅秋马

铃薯产量提高
，

而且还能基本实现耕地亩产

吨粮的指标
�

其主要规格是 � 稻 田 �����

开厢
，

双行秋马铃薯双行油菜
，

马铃薯播行

����
，

留空行 ���� 栽油菜
，

马铃薯收后

形成油菜宽窄行
，

或 �� 开厢一行秋马铃薯

三行小麦顺厢套种双幅
，

或横厢播单行秋马

铃薯
，

留 ��一 ���� 套播 �一 �行小麦
，

秋

马铃薯收后形成小麦宽窄行或夹三行
。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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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中部地区马铃薯示范推广和

利 用 性 初 报

刘 宏 胜 张 晓 红

�甘肃省会宁县农科所 ������� �甘肃省庄浪县农技中心�

推广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马铃薯是禾谷类作物之外的主要粮食作

物之一
。

在我国北方还可粮菜兼用
，

近年来

为了在生产中发挥良种的增产作用
，

会宁县

农科所承担了省农科院下达的
“

旱地马铃薯

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

课题� 庄浪县农技中心

承担了马铃薯良种
“

青薯 ���
”

大面积推广任

务
，

通过对播期
、

密度
、

氮磷肥料和播种方

式等栽培因子实施研究
，

为马铃薯大而积推

广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丰产栽培技术措施
，

从

而促进了我省中部干早地区及当地马铃薯生

产的发展
�

课题组根据项 目总体要求
，

分年度计划

实施
。

会宁县农科所和庄浪 县农技 中心

����一 ����年先后在省内外引进马铃薯新

品种 �系��� 个
，

通过引种观察
，

品比试

验
，

认为
“

青海类型
”

的青薯 ���
、

高原 �号

为推广品种
�

青薯 ��� 平均亩产 ������� 公

斤
，

较当地主栽品种平均增产 ��
�

���
，

最高

达 ����
。

进一步对该 品种 田间采用 ��

��勺 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
，

得出在干早

地区青薯 ��� 丰产栽培技术较优组合方案是

�月 � 日前后播种
，

每亩留苗 ����株
，

底

肥施 ���� 公斤农家肥
，

种肥 �公斤磷肥

��
����和 �公斤氮肥 ���

�

经统计分析较

优组合平均每亩较对照增产 ��� 公斤
，

增产

差异达极显著水准
。

通 过 对 马 铃 薯 丰 产 栽 培 技 术 和 抗性 研

证明
，

这种模式
，

种植规范
，

管理方便
，

又不影响下季作物适时播种
。

旱地在
“

麦玉

若
’

三熟基础 上
，

利用玉米收后 的空隙时

间
，

穿林套播二行秋马铃薯
，

形成
“

麦玉若

薯
’

四熟
，

秋马铃薯收后播春马铃薯
，

又形

成
“

薯玉若薯
’

四熟轮作
�

据开县调查
，

早

地四熟亩产达 ����
�

�公斤
，

稻 田
“

油稻薯
”

三熟
，

水稻亩产 ��� 公斤
，

秋马铃薯 ���

公斤
，

油菜亩产 ��� 公斤
�

� 普及起埂栽培
，

增加种植密度

实行深沟窄厢
，

起埂栽培
，

能有效地

防止秋雨导致烂薯死苗和病虫发生
，

同时

增加 了薯块膨大 的土壤空间
，

肥料集中
，

产量明显提高
�

试验表明
，

实行起埂栽培

的 比平作亩增产 ��
�

��
�

据开县调查
，

亩

植 ���� 窝的亩产 比亩植 ����窝的高 ��
�

�

公斤
，

增产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