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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新 履
仁二 皿习
下了 目口种评价与高产栽培技术

汤 铎 区立仁 季万为 崔广茂 王述 明

�江苏省通州市兴仁区衣业技术推 �
一

站�

马铃薯克新 �号系黑龙江省克山县农科

所选育而成
，

我区 自 ���� 年开始引种
，

经过 �

个试验示范阶段
，

至 ���� 年后普 及推广
，

目

前已成为当家品种
。

经多年种 植
�

我们对该

品种评价归纳有如下几点 二���产量高而稳 �

一般亩产水平 在 ����公斤左右
，

高产 田块

在 ����公斤左右
，

比原本地品种丰收白增产

幅度在 ��� 左右 ����品质较优 �薯块大而整

齐
，

白皮白肉
，

适 口性较好 ����适应性强 �该

品种系北种南引
，

表现耐寒性强
，

耐早播
，

在

当地气候条件下
，

即使在最严寒 的 季节
，

��

月中旬至 �月中旬以地膜播种
，

仍能正常出

苗不烂种
。

该品种茎粗叶大
，

株高 �� 一 ��

厘米
，

叶色深绿
，

长势旺盛不早衰
，

全生育期

�� 一 ���天 ����对病毒病抗性强 �我 区位于

通州市中部
，

境内多为砂质壤土
、

是马铃薯适

宜种植地区
，

常年种植面积在 ���� 亩 以上
，

也是全市种植面积较大且
�

集中的一 个区
。

过

去我们在 马铃 薯 生 产上
，

无 论是 在种植 品

种
，

还是栽培技术方面
，

还存在不少 问题
，

主

要表现在 �一是品种长期得不到更换
，

常年沿

袭种植老品种
，

病毒病流行
，

种性退 化
，

单产

低
。

当地群众多沿用秋繁作种
，

不但增加 了

用地面积
，

且由于薯块正处休眠期
，

播后不易

齐苗
，

劲产亦较低
。

二是栽培技术落后
，

多沿

用老办法一 般采用露天栽培
，
由于播期迟

，

上市也迟
， 一

单产和卖价低
，

这些都严重制约着

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

为了振兴 马铃 薯生产
，

近年来我们首先

抓了马铃薯的 良种推广
，

同时全面推广 良种

良法
，

引导群众在栽培技术上进行改革
，

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
。

通过北种南引
，

改低产 品种为脱

毒 品种
，

取得 了控病高产的效果

全 区 自 ����年开始
，

由点到面
，

推广 克

新 �号 良种
，

至 ����年达到 全面普及
，

覆盖

面积达 ����
，

然后做到年年统 一供种
。

通过

北种南引
，

有效地解决了种性退化难题
，

如推

广前本地 种
“

丰收 白
”

病毒病常年 发病率 在

��� 以上
，

病情指数在 �� 以上
，

推广后发病

本种植方式可 以实现 马铃薯 的 增株 增

密
，

提高群体产量
，

比较适合农民的传统手工

操作和犁耕作业
。

当然也可应用于现代机械

化生产
，

但要对原有农机具进行改装
，

特别是

机车轮距
，

大马力的要调整到 ��� 。 二 ，

以便行

走轮骑两条垄
，

小马力的 �小四轮 �要调整到

�������
，

作 业 时 骑 一 条 垄
。

而 对其 它 农 机

具
，

如 中耕
、

收 获等机具
，

因其灵 活性 大
，

只

要稍加改进即 可应用
。

肚�������‘甲十�‘�������������，件峨门一犷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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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普遍降低在 �� 以内
，

病情指数在 �
�

�以下
。

马铃薯单产得到大幅度提高
，

亩增产幅度一

般在 ��� 以上
，

亩净增效益在 ��� 元以上
。

如据 ����年调查 ��个农户结果
，

在直播条件

下
，

克新 �号单产 幅度 为 ���� 一 ����公

斤
，

平均为 ����公斤
，

而 ��块邻 田 老 品种
“

丰收白
”

单产幅度为 ����一 ����公斤
，

平

均 为 ���� 公 斤
，

增 产 幅 度 为 ����� 一

�����
，

平均 为 ���
。

推广马铃薯新 品种 克

新 �号获得的经济效益也是显著的
，

据近 �

年来调查
，

平均每亩新增产量 ���公斤
，

以每

公斤 ���� 元计价
，

亩新增值可 达 ��� 元
，

另

外因节省秋繁作种地又改种其它经济作物平

均新增效益 �� 元
，

减去种植成本 �� 元
，

亩

净增效益仍可在 ���元以上
。 ·

植效益

� 改直播为塑料膜覆盖栽培
，

生产

再上新台阶

随着新品种推广
，

我们注意充分发挥北方

品种较本地品种耐寒 可早播的特 点
，

改直播

为塑料膜覆盖栽培
，

又改春播为冬播
，

其方式

有塑膜搭棚栽植
、

地膜覆盖和先用塑膜苗床

脊苗长出芽条后移栽大 田再用塑棚或地膜覆

盖 �种主要种植方式
。

据近年种植实践
，
以

第三种植方式效果最好
。

全区塑膜栽培 自 ���� 年推广后
，

近年来

覆盖面积 已发展到 ���� 亩
，

占总面积 ���
，

达到普及化程度
。

由于新品种及塑膜栽增的

普及
，

马铃薯单产再上新 台阶
，

据 ����年调

查
，

全区马铃薯平均单产达 ����公斤
，

较推广

前的单产接近翻了一番
，

最高单产达 ����多

公斤
，

其推广效益不但表现单产提高
，

且产品

质量如大中薯率也得到相应提高
。

由于塑膜

栽培
，

大部分可 在梅 雨 季 节 前 上 市
，

上 市

价格可提 ��� 一 ����
。

� 改纯作为间套种
，

进一 步提高种

马铃薯生育期短
，

不耐高温
，

多为春播
，

而且 植 株较矮
，

因此适宜 和多 种 作物 间套

种
。

从我区 目前 已 总结出的 �� 例高效益立

体农业种植方式
，

其中以马铃薯为牵头的就

有 �� 种
，

现将其中主要 的分为 �类型 �� 项

介绍 于 后 �文 中
’ ‘

�
”

表示套作�
“

� �
”

表 示

间作 �
“
一

”

表示连作�
。

��� 开发水稻秧田前茬

当地单季中稻秧田前茬原多种植白菜型

油菜
、

大麦等过迟作物
，

影响中稻秧田适期落

谷
，

近年来我们总结推广 了 以克新 �
一

号地膜

覆盖栽培
，

开发秧 田前茬的经验
，

一般亩产可

达 ���� 公斤
，

亩收益可达 ��� 元
，

中稻可在 �

月 �� 日前适期落谷
，

马铃薯茎叶还可还 田作

绿肥
，

增加地力
。

��� 发展以马铃薯牵头的两早一水粮菜 三

熟制

�
�

马铃薯�冬瓜 一 后 季稻 �马铃薯播期

掌握在 �� 月中句至 �月中旬
，

种植组合 �
�

��

米
，

吐间开好徘水沟
，

每组合覆盖 �米地膜 �

张
，

预 留冬瓜空幅 �
�

��米
，

马铃薯 于 �月 初

上市
，

冬瓜于 �月中旬塑膜育苗
，
�月初 �一�

片真叶时移栽
，

在 �月 �� 日至立秋可分批收

获
。

后季稻 �月 ��日落谷
，
�月 �� 日左右移

栽
，
�� 月 初收 获可亩产马铃 薯 ���� 公 斤

。

冬瓜 ���� 公斤
，

后季稻 ��� 公斤
，

亩效益可

达 ����元
，

还可产粮千斤
。

� 马铃薯�玉米 一 后季稻 �马铃薯播 期

同前
，

玉米于 �月 �� 日播种育苗移栽
，
�月

下旬成熟移栽后季稻
，

这样田块可 亩产双 千

斤粮

��� 发展以马铃薯为主的多种蔬菜间套种

总结 全 区
，

共约有 �� 多种此类间套种方

式
，

一般亩产经济效益可达 ����一���� 元
，

最高可达 ����元以 上
。

现将其 中主要 几 种

分述如下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卯�

�
�

韭菜垄背 间套夹种 二这是菜区人 民通

过多年实践创造出的一种间套夹种方法
，

他

们将韭菜 �芽�与马铃薯
、

瓜类
、

山药以及葛

首
、

小白菜
、

青菜等 �种蔬菜作物
，

巧妙地进行

间套夹种
，

由于垄间经多年深翻与肥培
，

十分

适合马铃薯和山药等地下块茎根茎作物生长
，

每株马铃薯和 山药一般可收获 ���公斤
，

马

铃薯平均单株有 �一�个大薯
，

亩产可达 ����

公斤
，

山药亩产 ���一��� 公斤
，

韭菜亩产可

达 ���� 一 ����公斤
，

这种种植方式
，

高产农

户每亩净收益可在 ����元左右
。

�
�

春马铃薯�瓜类 一 黄芽菜�冬菜 �春马

铃薯行距 �� 厘米
，

其间预 留瓜穴
，

套种西瓜

或香瓜
，
�月上旬栽黄芽菜

，
�� 月上旬栽冬菜

。

�� 春马铃薯�芋芳�秋马铃薯 一 冬菜�春

马铃薯行间套种芋芳
，
�月上旬至 �月上旬

在芋芳行问套种秋马铃薯
，
�� 月上旬栽冬菜

。

�
�

春马铃 薯�瓜 一 雪 里蒸 �两 批�一 冬

菜 �春马铃薯与瓜类种植方式同上
，
�月下旬

移栽第一批雪里蔚
，
�月上旬移栽第二批

，
�

月上中旬栽冬菜
。

�
�

春马铃薯�瓜 一 青大蒜 �春马铃薯与瓜

类种植方式同前
，

瓜类起 田 后于 �月 中下旬

密播大蒜
。

�春马铃薯�丝瓜 一 黄芽菜或卷心菜 ���

月下旬地膜栽培春 马铃薯
，

预 留空幅移栽丝

瓜�搭棚栽培�丝瓜收获后移栽黄芽菜或卷心

菜
。

�
�

春马铃薯�瓜类 一 秋马铃薯 一 冬菜��

月 中旬 种秋 马铃 薯
，

其它 作 物种植方式 同

前
。

�
�

春马铃薯�早西瓜 一 迟西瓜 一 秋马铃

薯 一 冬菜 ��� 月中下旬在畦中种一组双行马

铃薯
，

组距 �米
，

行距 �� 厘米
。

收获后在这

中间开挖西瓜畦间排水沟
，
�月 �� 日左右用

薄膜育早西瓜苗
，
�月 �� 日左右移栽

，
田 间

搭塑料小棚争早熟
，

在早瓜开花后
，

于离根 ��

厘米处
，

再直播晚熟西瓜
，

在西瓜拔藤后种秋

马铃薯
，

收获后移栽冬菜
。

�
�

春 马铃薯 一 青 椒 一 黄 芽 菜 � �月 中

旬用地膜覆盖栽培马铃薯
。

青椒于头年冬前

播种
，

用小棚保护越冬
。

谷雨后移栽
，

立秋后

拔除青椒
，

移栽黄芽菜
。

�春马铃薯�粘玉米 一 黄芽菜 一 冬菜 �用

地膜覆盖栽培马铃薯
，

空幅栽粘玉米
、

收获后

移栽黄芽菜及冬菜
。

� 推广克新 �号配套模式栽培技术

��� 适期播种

根据我县气候条件及多年种植经验
，

马

铃薯塑膜覆盖的播期以掌握在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为宜
。

为了确定马铃薯的适宜播期
，

����年冬我们曾进行了分期播种试验 �地膜

覆盖�
，

该年的试验结果如表 �
。

表 � 分期播种试验结果

实收产址 �公斤�
播种期 大巾薯率

主要生育期 �日广月�
出苗率

小 区实产 折合亩产 见 苗 出苗 齐苗 收获

���
�

������聊脚��，�卜��卜������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 �� � ��

��田 �� � ��

���� �� � ��

�����

试验结果表明 二地膜覆盖播 期
，

无论从

实产单产及 大 中薯率 或 出苗 结果看
，

从 ��

月 中旬至 �月 中旬播种 的较好
，
�月 中旬播

种的表现齐苗期迟
，

收获期推迟
，

单产低
，

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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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率亦较低
，

在 �月 中旬无法收获
，

不利于秧

田前茬的利用
。

��� 建立合理的植株群体结构

根据我区地力条件以及克新 �号株型较

高
，

收获期迟的特点
，

纯作的一般行距配置为

��厘米左右
，

株距 ��一��厘米
，

亩穴数 ����

穴左右
，

间套作田则根据不 同的作物配置具

体确定
，

如马铃薯与瓜类间作
，

则在行间内预

留瓜穴
，

马铃薯收获后
，

瓜类可放蔓生长
。

合

理密植能充分利用地力和光能
，

协调个体与

群体生长发育的关系
，

提高大薯率和单产
。

�� 播种方式与播种方法

栽培以垄作为宜
，

其优点是受光面大
，

有

利于提高初春地温
，

早出苗
，

同时土层厚有利

于多结薯
，

结大薯
，

且 由于垄作播种较深
，

可

防止种薯遭受冻害和露青
，

且易排除 田 问积

水避免烂薯
。

播种深度一般掌握 �� 厘米左

右
，

为避免伤害根系
，

后期不再拥土
。

由于马

铃薯块的芽眼的分布特点
，

一般采取竖切或

上下端分开切块
，

掌握上端 多分
一

�端少分且

宜分开播种或采取先集 中排芽再播种
。

排芽

方法于 �� 月中旬在室外避风处朝阳筑床
，

或

在室内进行
，

采用一层薯块一层土或黄砂
，

可

堆置 �一 �层
，

上覆双层塑膜
，

夜盖草帘
，

这

样经约 �个月薯块排芽 �一 �厘米后再移

栽大田 以地膜覆盖
。

这个万法也可应用于秋

马铃薯栽培
，

但无需盖膜
，
可 克服秋薯出芽不

齐
，

仓以笠苗的弊端
。

�
·

伟 合理施肥

根只
�

马铃薯幼根生长 比幼茎快
，

有的先

结
』‘

薯后出苗
，

以及全生育期较短的特点
，

其

前中期吸收 的各类营养元素约 占全 生育期

��� 左右
，

氮肥 的吸收较早
，

在块 茎迅 速膨

大时达高峰
，

据高产农户经验
，

亩产 ��的 公

斤以上
，

一般约需纯氮 �� 公斤左右
，

而且把

全部肥料基本作底肥一次施下
，

若需追肥的

必须掌握在出苗后 半月 内
，

以促进前期生长

旺盛
，

有利于夺高产
。

在肥料的配比上
，

要十

分注意氮
、

磷
、

钾三要 素的配合
，

特别重视钾

肥的施用
。

当地高产田底肥一般为氮磷钾三

元复合肥��一 �一 ����一���公斤�亩
，

优质人畜

粪 �� 担或菜籽饼 �� 公斤
，

补施追肥一般采

用人畜粪 ��担左右
。

��� 加强田间管理
，

综合防治病虫害

鉴于本地区多雨的特点
，

马铃薯同样需

要高标准开好一套沟
，

生产期 间搞好排涝防

渍
。

对于杂 草的防除采用绿麦隆化除 亩 用

���克加水 �� 公斤于播后喷雾盖膜
。

未 进

行化除的后期揭膜�日揭夜盖�
，

要及时拔除杂

草
，

防止草荒
。

脱毒种薯一般很少发生病毒病
，

但必须

防治青枯病
、

晚疫病和地老虎
、

�� 星瓢虫等

病虫害
。

对青枯病
、

晚疫病可用 ��� 多菌灵

巧�克兑水 �� 公斤喷雾控 制发病 中心
，

采用

敌百黑毒饵堆草诱杀地老虎
，

对于连作老早

田要注意防治好缕姑等地下害虫
。

用 ���

晶体敌百虫 ���克兑水 �� 公斤喷雾防治 ��

星瓢虫幼虫
。

��� 激素应用

�
�

赤霉素浸利
，�此法 可 明显促进发芽速

度
。

具 体 方 法 � ���整 薯 浸 种 � 可 用

��一����� 赤霉素浸种 ��分钟
。

���切块浸

种 �采用 ���一���� 浸种 �一�� 分钟
。

浸前

需把 切口处淀粉用清水洗干净
，

浸后捞 出阴

干约半天时间
，

不可在 阳光下曝 晒
，

以 免烂

种
，

赤霉素药液
，

可重复用 �一�次
，

一般 �克

粉剂可浸种 ����� 多公斤薯块
。

�
�

应用
“

膨大素
”

可获增产 �膨大素是一

种复配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

可在薯类 �山芋
、

洋 山芋�花生
、

甜菜
�

中药 材 以 及 萝 卜
、

生

姜
�

大蒜
、

洋葱等蔬菜作物上 应用
。

可使块

根
、

块茎膨大增多
，

根茎发达
，

茎叶光合作用

增强
，

光合产物增多
，

增产效果显著
。

且无毒

无副作用
。

据江苏
、

江西
、

云南等省市在马铃

薯上大面积应用
，

结果一般 可 增产 �� � 一

��今乞
，

高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