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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秦岭
、

巴山山区人民的主要粮

食作物
。

为解决品种退化减产问题
，

我区从

����年引进脱毒种薯技术
，

筛选 出脱毒薯

良种克新 �号
，

克新 �号
，

对生长发育规律

和高产栽培技术进行 了探索
，

在 留坝
、

宁

强
、

镇巴
、

略阳等县大面积示范种植
，

取得

显著增产效果
。

累计
一

种植 �
�

�万亩
，

平均亩

增收鲜薯 ���
�

��公斤
，

增产 ��
�

��
�

留坝

县铁佛店乡柳树沟村罗方寿
、

姜窝子乡白家

店村潘贵林分别创 了亩产 ����
�

�公斤和

����公斤的高产纪录
。

脱毒种薯高产栽培

枝术的应用
，

为解决山区人民温饱
，

脱贫致

富找到有效新途径
�

总结其主要栽培技术如

下
。

� 适时早播

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号 良种播期弹性

较大
，

适期早播或冬播能利用种薯幼根生长

比幼茎快的特点和初春地温较高而稳定的优

势
，

形成发达根系
，

甚至先结小薯再出苗
，

充分利用早春光温资源
，

增加生育天数
，

为

丰产打下 良好基础
。

据试验调查
，

在密度
、

施肥
、

田管相�司条件下
，

�月 � 日
、

�月 ��

日播种
，

亩产分别为 � ���
�

�公斤和 � ���
�

�

公斤
，

比 �月 � 日播种亩产 ����
�

�公斤
，

增产 ��
�

��
、

�����
。

由此表明
，

我 区秦巴

山区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号播期在 �月

�� 日前
，

此播期范围 内
，

先播丘陵浅山
，

再播中高山区
。

立春前冬播的要整薯深播
，

用圈粪掩种
，

增加覆土厚度达到 ��一�� 厘

米
，

严防冻害烂种
。

�
�

建立健全地
、

县
、

乡
、

村 四级 良

种繁育体系
�

建立相应的 良种繁育体系是

保证无病薯质量及顺利推广普及的关键所

在
。

地 区原种场设在高山试验站
，

各级 良

种场要设在海拔 ����米 以 上 的地 势好
、

交通方便的地方
。

地 区级原种场面积为全

区种植面积的 ���� �
，

即 �� 亩� 各县建立

二级 原 种 场
，

面 积 为 该 乡 种 植 而 积 的

�� � 村级建立四级原种场
，

而积为该村种

植而积的 ���
�

�
�

抓肥料建设
�

省渭河化肥厂未投产

以前有近 �年 内
，

想增施大量化肥难度较

大
，

可在马铃薯收获后及时播种油菜作绿

肥
，

在冷冻之前耕翻
。

玉米秆碎细堆沤肥
。

夏季采青沤肥
�

尽 叮能扩大安康化肥厂生

产
。

�
�

马铃薯承包 的地 区 实行 以种脱病

�毒�薯
，

和增施肥料为主 的综合栽培技

术
。

将整薯短壮芽春播或整薯播种
，

切刀消

毒
，

平地起垄栽培
，

增加锄草培土次数
，

防

治 �� 星瓢虫等技术组合在一起
，

进一步实

行规范化栽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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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方施肥
，

增磷增钾

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号生长发育过程

中
，

需不断吸收各种营养元素
，

而吸收的多

少和各时期吸收的比例
，

则随产量水平及不

同的生育时期有所区别
。

从现蕾到开花末期

是块茎快速膨大期
，

约吸收全生育期所需养

分的一半
�

�
氮肥的施爪 氮肥的吸收较早

，

在块

茎迅速膨大时期达到高峰
�

试验表明
，

亩产

����公斤以上
，

需亩施纯氮 �一 �� 公斤
�

必须底施或苗期早补追
，

才能促进前期生长

旺盛
，

使茎粗叶大色深的丰产长相早 日形

成
。

�
�

肥料配比 氮
、

磷
、

钾为脱毒种薯

生长的三要素
，

若缺少任何一种
，

都将影响

正常发育
，

尤其是缺钾时会严重减产
。

只有

当各种营养元素都不缺乏且 比例协调时
，

产

量及经济效益才能达到最佳
。

氮
、

磷
、

钾配

比试验表明
，

增施磷
、

钾肥
，

既有直接增产

作用又能促进氮肥效应 的发挥
，

进而提高

大
、

中薯率
，

增加经济效益
。

在 密度 为

����窝 �亩
，

亩施纯氮 �一 �� 公斤条件

下
，

三要素配合 比例以 �� �
�

�� � �为佳
�

该配合比例的产量 比单用等量氮
、

磷
、

钾分

别亩增产 �
�

��
、

��
�

��
、

��
�

��
，
���克以

上 大
、

中薯 率 比 单 施 等 量 纯 氮 增 加

��
�

��
。

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号全生育期

较短
， ‘

且前
、

中期吸收的各类营养元素约占

全生育期的 ���左右
。

因此
，

所有肥料做

底肥一次施足
，

增产效果最显著
，

若击追

肥
，

必须在齐苗后半月内早追
，

才不致于造

成后期旺长贪青和病虫危害严重的结果
。

� 建立合理群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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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脱毒薯产

量
、

大中薯率���’ 高低
，

与密度
、

栽培方式关

系十分密切
。

�
�

栽植密度 据 试验证 明
，

一定范

围内随亩窝数的增加产量呈直线上升
，

但

征亩超过 � ���窝后
，

大薯 明显减少
，

商

品价值降低 � 纯种行
、

株距 以 �� 厘米 �

�� 厘米
、

亩播 ����窝最适宜 � 与玉米

规格间套
，

带宽 ��� 厘米
，

玉米
、

脱毒薯

各种两行
，

相互间距 �� 厘米
，

脱毒薯间行

距 ��厘米
，

株距 ��厘米
，

亩播 ����窝
，

产量效益最佳
。

�
�

播栽方式 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

号 单行垄作栽植与平作相 比
，

具有播种较

深
，

能防止种薯进受冻害� 受光而大
，

利于

提高早期地温
，

早出苗� 土层厚
，

地中茎长

度增加
，

能多结薯
，

结大薯� 生长后期遇阴

雨易排除 田间积水
，

避免烂薯等特点
。

据试

验
，

垄作 亩产 � ���
�

�公斤
，

比平作亩增产

���
�

�公 斤
，

增 长 �
�

��
，

大 中薯 率增 加

��
�

��
。

垄 作行距 ��一 �� 厘米
，

单 行 点

播
，

宜在播种时一次将沟中积上掏起覆于播

种行上
。

出苗后击结合中耕除草
，

再次清理

沟中积上培垄
，

刁
一

能保证沟深见底
，

后期遇

�
�

��排水通畅
。

� 综合防治病虫害

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号生长期间一般

不会发生病毒病
，

但 青枯病
、

晚疫病等典菌

类病 害和 地老 虎
、

�� 星瓢虫仍会 时有 发

生
。

为此
，

在轮作倒茬
、

消除越冬病虫源
、

增施磷
、

钾肥
，

提高抗病性的基础上
，

必须

辅之以化学药剂防治
，

减轻危害
。

青枯病
、

晚疫病一旦发生
，

要及�讨控制发病中心
，

亩

用 ���多菌灵 ���克
，

兑水 �� 公斤喷雾防

治
。

地老虎用 �
�

��敌百虫药液
，

喷洒在新

鲜嫩青草上
，

于傍晚前分成约垂 �� 克左右

的小 堆
，

置危害株附近 诱杀
。

�� 星瓢虫
，

亩用 ���敌 百虫 ��� 克
，

兑水 �� 公斤
，

喷

雾防治
。

此外
，

苗期必须
一

旱中耕
一

早除草
，

中
、

后

期及时拔除大棵杂草
，

防止草荒
，

才能确保

高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