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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山县发展马铃薯生产的措施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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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省兴 山县农 业局 �

兴 山 县 地 处 鄂 西 山 沈
，
位 于 北 纬

��
“
��

‘
一 ��

。
���

‘ �

东径 了��
�

��
‘
一���

“
��’
之

间
，

地形复杂
，

高差悬殊
，

气候差异大
，

属

温凉多雨气候 带
，

了犷利于发展马铃薯生产
。

且马铃薯是 踌山县主要 艾琅作物之一
，

总产

占岌粮的一 平
，

常午播种面积生���一����

公顷
，

最高达川 ����多公顷
，

在夏粮 生产

中占举足轻 屯的地位
。

����年 马铃薯播种面积 占全县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的引
�

�，�
， �
与夏粮面积的��

�

���
，

占夏粮总产的��
�

�。 �
。

最高年景的����年
，

马铃薯播种而积达到 。
�

��万 亩
，

占全县粮食

作物面积的 ��
�

���
，
总产达 到 �

�

�� 万 公

斤
，

面积比沁年代初期增长了�
�

��倍
，
总产

增长了�
，

��倍
。

但由于品种混杂退化严重
，

栽培粗放及施肥水平低等原因
，

单 产 仍 较

低
。

为了进一步发展马铃薯生产
，

确保夏粮

增产丰收
，
很据县农业局

、

农科听多年生产

调查和科学实验结果
，

提出如下措施
�

利用有限的土地 资源
，

在拼作制度改革上主

要应围绕玉米
、

小交
、

马铃 薯三 大 作 笼
一

勿展

开
，
主攻 单位面积

，
目 全

。

刊�了年 县农科所在

棒子乡河坪丰��’四组农户刘 �
一

召责任川 内进 仃

马铃薯套种地膜覆盖玉米沁栽培 �
�

戈验
�

画积

�亩
，
�

�

沂术一带
，

宽窄行种植
，

玉薯均双

行种植
。

经县农业局
、

农科听统一验收
，

马

铃薯平均 亩产 ���。 公斤
，

折主粮 �场 公斤

�五折一 少
，

地膜覆盖玉米平均亩产 且 �
�

�公

斤
，

两项合 汁亩产粮
一

食 ���
�

�公斤
，

比邻近

单 种 一 季 玉 米 的 亩 产 ��了
�

� 公 斤 增产

��
�

码�
，
协 亩多收粮食州�

�

�公斤
，

亩增产

值 ���
�

�飞元 � 而双行马铃薯产量比 叮
忆

行马铃

薯产量亩增 ��公斤
，

增产 ‘ �
�

郎�
。

因此
，

在耕作制度改革上
，

必须改变传统的宽大行

种植方式
，

采用玉薯或 立二冬双�行少套双�行�

的种植规格
，
�

·

�一 �盯 米 一心纷
，
宽窄行种

植
，
窄行 。

�

�米
�

宽行 �
�

�一 �
�

盯 米
，

株距

�����更屯米
，
亩株数 ����一����株

。

� 改革耕作制度
，

实行玉薯
、

麦薯双�行�

套双 �行� 的种植规格

兴 山县 马铃薯生产在高 山
、

二高山地区

大多是玉薯
、

支薯套种
，

但神植不规格
，

宽

大行种植
，

亩株数稀
。

据县农业局
、

农科所

在二高山
、 ��们加调查

， �

�共
一

公种 的 带 距 为

�
�

�米的宽大行
，

只种一行马铃薯
，
亩 株 数

仅 ����株
，’，
了「

�

�‘�只� ‘�二农科所在棒 �名调

查玉薯套价�
，
�日

�

讯她 �
�

�米
，

卑行马铃薯
，

株跟 。
，

�，。
’

� 川问油 棺密�势 ����株�亩
、

最

高只达 � ��。株 日
。

要确保 义限增产
，

允方

� 选用良种
，

主攻单产

在大田生产中
，
目前种植的马铃薯品种

大多是��年代初引进的
“
米拉

” ，

甚至还有

巫峡洋芋
、

墨红白
、

巫洋芋
、

一点红等老品

种
。

这些品种种植时间长
， �异

，
种混杂

、

退化

严重
，

且黑径病
、

晚疫病
、

病毒 病 相 当 价

遍
，

严重影响了马铃薯产量
。

据 县 农 科 所

����年在棒 �
、

南阳
、

火石
、

湘坪
、

高桥 �

个 乡镇调查
。

米拉品钟带 内 率 �系月示 了�
。

卢��年在棒子乡占家幼村调查
，

米拉品种带

毒率达引
�

�儿
，

混杂丰
�汤达卜六 ��丝

。 ，

�从枉 如



一

注��

占��
�

��
。

选用优良石�
�

种作种
，

在相同栽培

条件下可比一般品种增产�。�以上
。

目前
，

经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年 �月

审定命名的
“
鄂芋一号

”
新品种及提纯复壮

的米拉原种
，
具有高产

、

优病
、

质佳
、

适应

性强等特点
，

均可于自 “ 种恤
。

兴 山县农科所

选育的鄂芋一号
，

经湖北省 �年 牡 点 次 试

验
， 一

平均亩产 ����
�

洲公斤
，
比对照种米拉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提供的统一对照种�

亩产 ����
�

�公斤
，
亩净增 ���

�

��公斤
，
增

产幅度达 丈�
�

��
，

最高亩产可达 ����
�

��公

斤
，
比米拉品种增产 ��

�

���
。
����年在棒

一

少乡连
一

�城
�

护上产示范沁亩
。

平均 亩产 ����
�

�

公斤
，
红

一

汗三栽汀矛牙会�卜不巾植田米拉品种增

产北�
�

“ 、，，

最重
一

单侏达�
�

��公斤
，

比当地种

植的巫峡马铃薯亩产 � ���
，

沉 公 斤
，
亩 增

����
�

��公斤
，

增产�
�

��倍
。

马铃薯杂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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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期

�

��抓

的单株生产终块 茎工

�
�

��公斤
，

平均 爪

乏孔
‘

。
·

��公斤
，

最大薯块

比切块播种每 亩 净 增 �，、�
�

肠

少 斤
�

卜斤
· ，

整 播

增 产

��
�

�这�
。

� 选用壮龄整薯播种

壮龄著在植林上的生育期校短
，

但薯块

大小适小
，
外形规整

，

特别适宜作 冲
。

如采

用幼结或老龄薯诈种
，

曹形畸异
、

有裂痕
，

且幼龄小著种植后在 旧间会出现
“
衰退型

”

的有病植株
，

往往有病植株的 薯 块 都 是小

薯
。

因此
，

亿公全越来越低
，

病害 也 越 来 越

双
。

品种越种越退 盆
。

在挑选种薯时应选择

具有薯形规整
，

万皮细致柔嫩光滑
，

重功一

���克的壮龄 瞥吓押
，
整薯播种

。

因 切 块后

有病种著相互传炳
，

扩大病源
， 一

单株生产力

低
，

退 “ 快
�

来用整薯播种
�

一是可提高马

铃薯的耐早
、

芍�寒能力
�

二是可耳空制病害蔓

延
，

保门率高� 三是能充分利用顶端优势
，

幼苗生 长健壮
，
苗子粗

，

葡甸茎多
，

单株生

产力
卜
万 农 价脚��

一

了洲 �一 �”��年连续用鄂芋

里号壮龄扮迸行妙描
。

切块的对比试验
，

面

�只�
‘

�
�

�亩
�

��� 洲 抑位密度 �����朱�亩
，

店果

快播的 峨、林结价以�六
‘

�
�

石 公斤
，

坛大著块

。
�

�� 公斤
， 一

卜均亩
� �三���公斤

�
切块播种

� 施足有机肥
、

增施磷 肥
、

适时播种

根据兴 山县土壤普查结果
，

土壤中氮
、

磷均缺
，
尤其缺磷较重

�

含速效磷仅�����
，

有机质含量 �
�

���
。

而兴 �日县播种马铃薯的

田块大部分为三类挂坡地
，

土壤养分
一

含量更

低
，
水上流失严单

一 ，

充 按 影 响 马 铃 薯 产

量
。

口前
，

施肥 水 卜低 且 仁汤见 于 化 学肥

料
，

有机肥用遗 卜降
。

因此
，

在 施 肥 问 题

上
，
应棍据我县有利的 洲然资源优势

，
广辟

肥源
，

积造农家把
，

以有机肥为主
，

化肥为

辅
，

亩施优质农家肥 ����一����公斤
，

增

施磷肥 ����。公斤作底犯 沟施或穴施于��

厘米以下土厂
�

这祥既 叮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
，
易被吸收

，
又万利于疏松绘薯土层

。

要提高马铃薯产里
，

必须，孙才播种
，
不

管高山
、

低山各地均可以把��厘米深的土壤

温度在 �
‘一

�左右时作为插仲适期的根据
。

低

山区在 ��月下句至兀 衬中旬播种 � 犷
�
，
山区宜

在�月中
、

下旬 �立
一

冬一小雪�播种 � 高山

区在��月中
、 一

卜��� �冬至前后�播种
。

利用

冬季节播科
，

既可全行开春季农活矛盾
，
又可

促进马铃薯生长发育
。

� 加强田 间管理

要获得马铃薯高广从 当幼
一

苗 出 土 ���

时
，

及时进行中耕除 唯
。

早锄地
，

可提高地

温
，

破除板结
，

促进全苗
、

壮苗 � 幼苗出上

���左右��寸追施破 长肥
，

每亩施尿素���巧

公斤或碳酸 氢按 ���
，

艺�公斤
，

边施边盖 】几�

嚷 宋左右
、

口马铃薯开始现蕾 �
、

们
一

花苞
，盯

，

份 亩追施价肥尿 索 �一 � 公��，戈，�沙
�

妞与一 闭 公

斤
，

结 合 培 卜捉 址 块
�

是笠
�

长 当花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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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岩水乡发展马铃薯生产历史与
现状 引出的思考

廖先德 廖玉林 梅德安

�四川 省开 县农业局 �

马铃薯是 山仄农民的 主 食
，

有
“
半 年

粮
”
之称

。

马铃薯灼丰欠直接关系着山区农

民吃饭的大间题
，

年平吃饱饭
，

遭 灾 挨 饥

俄
。

岩水乡准四川开县特困山区乡之一
。

有

农耕地 �� 。咒亩
，
农业人均耕地 �

。
�亩

，
农

拼地以旱地为主
， ，�拼地的���

。

马铃薯近

��年的种植而积在 ����一����亩之间
，
约

占旱地的���
，

农业人均种植面积 �
�

�亩左

右
。
�，‘ 了年前平均亩产徘徊在 ��� 公 斤 左

右
。

通过 飞年时间的努力
，

平均亩产逐步提

高到 ����公斤
，

亩净 增 ，���公 斤 ，

增 产

���
，

年总 净增���万公斤
，

按每公斤�
�

��

元计
。

年增缸��万元
，
农业人均增收��

�

��

元 � 其中
，

为县内低
、

中山地区提供种薯由

����年 前琢午的 ” 万公斤捉高�����万公斤
，

比 ����年净增 卯 万公斤
，
每公斤按净增值

�
�

�� 元计
，
征年净增收入�

�

��万元
，
农业人

均再增收 �
�

把 元 � 两项相那
，

仅马 铃 薯一

项
，

每年农业人均增收 ��
�

��元
，
它为贫困

山区农民如期越过温饱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

实践证明
，
马铃薯不仅是贫困山区种植业的

骨干作物之一
，

农民的主食
，

同时
，

它还促

进了畜牧业生产四发展 � 加工成的淀粉和薯

干除郁分的商品出售外
，

还可作灾年的备荒

食粮
。

贫困山区发展马铃薯生产是大有可为

�蛋勺
。

� 找准症结
，

解决突破琳涧路子

岩水乡与其它贫困山区一 样
，

气 候 条

件
，
地形地貌

、

大同小异
。

该乡旱地多分布

在海拔 ���一 �的�米之间
，

乡境 内
，

沟峪纵

〕贬二乙史玉〔 池汇二玺〔 站交乙卫〔 �双汇�那〔 】 ��蓝死�汲 二忆戈〔泌汇�沈【 �故二〕 叹二〕 【 �欲二』七二砚�刀‘‘四仁�眨�汇〕 叹二〕双二】 文�叹�二如〔 二迎〔 飞改三呱�边反飞吸几勿二〕 眨 〕皿二〕 敌�困二

成
，

花序抽出
，

尚未开花的时候及时
一

将其花

蕾摘除
，

能抑制顶端生 长
，

促使养分和水分

倒运供地
一

侧央茎生长
，

达到增产的 目的
。

摘

花蕾过早易形成分枝
，
造成植株徒长 � 过迟

则增加养分肖耗
。

摘花蕾时
，

在植株上部第

一片叶的灿 勺
，

用指甲切去即可
。

实行 贾播留种
、

加速种子提纯复壮

马铃著 泛播 留种是防止退化 的 仃 效 措

施
。

方法是将薯块在低温条件下贮藏到夏未

��月下旬至 �月中
、 一

下句�播种
，
使其在

晚秋冷凉的气候条件下结薯
，
以供大田生产

作种之用
。

夏播马铃薯作种
，

由于种薯新鲜

饱满
， ‘

绮养丰富
，
母体养分消 耗 少

，
抗 性

强
，
可以长川保持

��
、
种的优良种用品质

，

防

止退 化和多种钩害蔓延
，

保持种性的高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