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稻后冬种马铃薯在云南的推广前景
杨 宗

�云南省大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

概述

云南气候 以冬干夏湿和冬暖夏凉著称
。

整个冬春季节
，

光热资源比较充足
，
十分有

利于冬马铃薯的生长发育 � 冬春与夏秋 比较

而言
，
冬春季节病虫危害相对减少

。

冬马铃

薯多为水稻后作
，
稻薯两熟双丰收创造了有

利的土壤环境
。

据不完全统计
，
云南冬马铃薯栽培面积

最少年成为��万亩
，�

最多年成达��万亩
，
常

年栽培面积为��万亩左右
。

据����年统计
，

全省所有��个地
、

州
、

市均有分布
，
仅一季

稻质冬播马铃薯总播种面积为 ��
�

�� 万亩
，

平均亩产鲜薯���
�

�公斤
，
但各地种植面积

和单产水平却有较大差距
， �

姨攀距是全省大

力开发稻后冬马铃薯的潜力和依据 、

二
� 举例

剖析典型以解决认识和技术问题
。

对大

理市稻后冬播马铃薯的增产经脸作一简介
，

说明稻薯两熟轮作制的价值
。

����一����年度
，
大理市水稻后作冬播

马铃薯而积����亩
，
平均亩产鲜薯����公

斤
，
总产���

�

��万公斤
，
总产值达���

�

��万

元 �售价�
�

�元�公斤 �
，
比����年平均每亩

增产仆�公斤
，

增长��
�

��写
，
总产值增加

��
�

��万元
，
增长��

�

���
。

这就充分说明大

理市稻后一季冬播马铃薯已提高到一个新的

生产水平
。
该作物在术地区当季的产值及社

会效益
，
一贯优于当同季的小麦

、

贡豆
、

油

菜
、

豌豆等小春作物
，
冬播马铃薯不失为当

地小春优势作物
。

夺得高产的条件为
�

�
�

� 适宜环境

大理市主产稻后薯的地区多都基本土实

现了农田水利化和农副产品加工机电化
，
商

品经济比较发达
，
冬播夏收鲜薯商品率高

。

薯农种薯积极性高
，
是 良好的社会环境因

素
。

当地侮拔为���������米
，
属洱海海西

温和半湿润区农业气候类型
，
具有冬暖夏

凉
、

�

四季如春的温凉气候特点
。

年平均气温
‘

是药
‘
�℃ ，

冬季光照强
，
光质好

，

全年 日

照时数����
�

� ，
�����活动积温在����一

����℃ ，

年平均降雨量����
�

�毫米
。 �一

卜壤耕

作时期长
，
熟化程度高

，
耕作层较深厚

，

结

构良好
，
有机质含量高

，
�� 值 �左右

。

这

神优越的自然环境
，
为稻后冬马铃薯的生长

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

�
�

� 优 良品种

��年代以前主产区的主载品种是紫皮洋

芋
，
它以丰产和宜作菜用长期取信于民

，

但

抗病性弱 � ��年代初
，

自皮洋芋和 自育良种

克榆 �号等克疫系实生 善扣
��

、 一

����积逐 步扩

大
，
其产量

、 ，
拈质

、

抗性均优于紫皮洋芋
。

最近 �年由市农技推 �
’一

中 心推 广了米 拉洋

芋
。

其在大而积上表现为
�
早中熟

、

高产
、

质佳
、

抗病
、

产随高
，

并能经受严重的冻

害
。

����年大理市坝区 曾先后遭受低温冻

害
，
而米拉的再生能力特别强

，
冻灾之

后
，
仍获得了丰收

。
����年全市米拉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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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积为��。 。亩

，

占全市冬马铃薯总面积的

��
�

���
。

�
�

� 高产种植方法

本市稻后薯高产栽培技术措施主要概括

为��条
。

�
�

选用健薯 选择正常
、

健康
、

无病

壮薯作种用 �单薯重��克左右 �
，
每个薯块

从顶到脐纵切两刀
，
平分 �瓣

，
行瓣�匀分布

有顶芽和侧芽
，
保证大田苗棵群体生长整齐

一致
。

�
�

适时播种 冬至到 大寒季节令为适

宜播期
。

�
�

合理轮作 头年马 怜 薯一一水稻�

�年小麦一一水稻
� �年蚕豆一一水稻

，

这

样
，
有利于培肥地力

，
抑制病虫草害

。

�
�

精耕细作 收稻后至种薯 前的轮歇

期间
，
反复用机耕或牛犁耙加人工敲�

一

�
一

�一

�次
，

力求田平
、

沟直
、

土层细碎松软
。

�
�

施足底肥 每亩施 腐 熟 的 农 家 肥

����公斤
，
氮素化肥��公斤

，
磷素化肥��

公斤
，
钾素化肥 �公斤

，
集中施于播种构内

活土层上
。

�
�

合理密植 高肥田以 �米 � �
�

���米

规格
，
亩用切过的种薯����个� 中等肥 田 以

�
�

�米 � �
�

���米规格
，

亩用种薯����个
。

�
�

认真种植 拉线开沟作垄
，
人工整

理沟底
，
按等距将种薯摆在活 仁层与肥料层

中间
，

先覆半边土
，
浇一道清粪水

，
再盖另

半边土
，

薯垄按南北向起成 华网形状
，
以增

加受光孩�
。

�
�

科学管理 很据不同生育阶段
、

分

别于苗期
、

蕾期
、

成花期尽见把中初�
、

追

肥
、

�音土
、

灌水等工序结合起来进行
，
苗期

亩追���公斤清粪水
，

或��公斤尿素
，
或��

公斤碳胺
，
蕾期亩追硫酸钾��一��公斤

。

盛

花期适当高培土
。

灌水要流水慢滋
，
水串通

垄高 ���处为适度
。

阴蔽大的田块进行整

枝
、

打顶光
、

摘花萦
、

去脚部枯黄叶
，
以利

于通风透光
。

�
�

抗灾保苗 加强田间病虫测报
，
一

旦发现桃蚜
、

蓟马
、

地老虎危害时
，
及时用

����倍乐果液防治前两者
。

用���乳油杀灭

菌醋或 �
�

�� 乳油嗅氰菊醋����倍浓度药浪

喷雾 �一 �次
，
即可控制地 下害虫的危害

。

发现病株及时拔除处理
。

冻害年成防霜办

法
� ①小苗期用沟底提土盖苗 � ②大苗期可

结合中耕
、

追肥
、

涪土
、

灌水保苗� ③各期
均

一

可用稻草
、

山草
、

松毛
、

麦杆等简易物覆

盖苗棵
，

防霜效果都很好
。

�
�

适时收获 当茎叶自然落黄
，
结薯

的葡 卜茎干缩与茎块脱离
、

薯块发硬不再膨

大
，
薯皮形成木栓化

，
不轻易被擦破时收

获
，
对产量和尔后贮藏皆有利

。

� 前景

马铃薯无论在主食
、

副食
、

饲料方面
，

还是在多种工业原料
、

青贮饲料以至绿肥等

诸多方面
，

均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
以它为原

料
，
可以开拓多种多样

、

不同深度的产业
。

如食品工业
、

医药工业
、

化学工业
、

配合饲

料工业
、

多种轻工业等等
。

如果这些产业上

马
，
仅靠全省���多万亩一季大春马铃薯提

供的鲜薯原料是不够的
。

如果 以现在云南

����万亩水稻计算
，
仅利用条件适宜的其中

�八�的而积
，
即���万亩作为稻后薯推广

，

那么
，
以����年全省稻后冬薯一 季面积所获

平均单产���
�

�公斤水平来计算
，
这���万亩

忌
、

产可达�
�

���亿公斤鲜薯
，
以�

�

�元�公斤

计
，
曾

、

产值将达�
�

����亿元
。

这样做
，
实际

上还等于增种���万亩稻后小春饲 料或 绿肥

作物 � 还
一

可培肥薯后稻田���万亩的地力
。

显然
，
随着薯稻两熟轮作耕作制的大力

推广
，
将会使生产

、

社会经济
、

农 田生态等

方面获得显著的增产增值效益
。

因此
，
建议

云南有关单位
，
应该积极设法开发这一课

题
，
因地制宜进行试验

、

示范
，

逐步加以推

�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