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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本情况

示范地选在汾阳县城西南平陆村的早坪

地上
，
海拔 ��� 米左右

，
年降水量近 ��� 毫

米
，
无霜期 �������天

。

前茬小麦
。

据土壤

普查结果和每生产 �� 公斤马铃薯所 需 氮
、

磷
、

钾肥计算该地块在不施肥的条件下
，

其

理论产量为�������公斤
。
�月 �日播种

。

田间管理
� �月�� 日锄头锄

，
�月�� 日锄二锄

，

并培土和亩追碳馁��公斤
。

��月��日收获
。

二
、

主要措施

�
�

选用优种 选用了 目前在我 区 表现

最优的品种—内蒙古乌盟农科所培育的茎

尖脱毒种薯
“
紫花白

” 。
����年

，
我区中阳县

后师峪村曾试种过该品种
，
亩产����公斤

。

不仅产量高
，
而且具有商品薯率高

，
出苗整

齐
，

前期生长快
、

结薯早等优点
。

�
�

贮好种薯 为避免贮 存 期间长期高

温 ��月初、 �月初�造成的种 薯 大 量 发

芽
、

消耗大量水分和养分
，

将种薯放在铺有

�������厚秸杆的阴凉室内
，
排 �、 �层种

薯
。

使渡过休眠期的种薯虽经两个多月的高

温贮存
，
只生出 ����� 长的紫红色间有绿

色的短壮芽
，

避免了大量发芽
。

在 进 行 切

块
、

浸种
、

拌种
、

播种等操作时
，
应特别注意

不能碰掉短壮芽
，
以达到早出苗

、

出壮苗的

目的
。

�
�

播前浸种 为补充贮存期间失水和

增加种薯营养
，
�月 �日早 �时将种薯浸入

��公斤水加��毫升三十烷醇和 �
�

�公斤磷酸

二氢钾的溶液中
，

下午 �时捞出
，

再拌草木

灰
，

当天下午播种
。

�
�

增施肥料 亩施农家肥 �
�

�担
、

碳

按��公斤
、

土耳其磷肥��公斤
。

�
�

土壤处理 为防治蟒槽 等 地 下 害

虫
，

在没有新农药的情况下
，
亩用六六六粉

。
�

�� 公斤加细干土�
·

�公斤
， ，

搅拌均匀后撒

于地表
，
然后翻入土中

。

�
�

提高密度 为提高产量
，

根据
“
紫

花白
” 的特性和当地 白然条件

，

由习惯亩留

苗 ����株左右提高到 ����株
。

株 行 距为

�
�

�� �
，

�米
。

以此划行
，
撅头刨窝种植

。

�
�

根外追肥 �月 �� 日早 �时到 �

时
，

喷打
“
叶肥 �号

” ，
浓度为 ��

。

�

�
�

防冻迟收 �月�� 日
，

为防霜冻危

害
，

喷打 �
�

�� 的尿素浴液
。

三
、

示范结果

示范面积�
�

��亩 �保护行除外�
，
总产

达���
�

��公斤
，
折合亩产����公斤

，
比夏播

的对照 ��
�

�亩� 亩产高 ��� 公 斤
，

增产

��
�

��
。

四
、

结果分析

�
�

增产原因 主要是在马铃薯块茎形

成和膨大期获得如下有利条件
�

��� 可获得较为充足的土壤水分 这是

由于
� ①蒸发小 。

据����年汾阳县气象站的

资料记载
，
马铃薯块茎形成和膨大期降水

，

夏播时 ��月�� 日至�月底�为��
�

�毫米
，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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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习惯播种的 ��� � 日至 �月��日少降��
�

�

毫米
，

但此期问内蒸发量为 �毖
�

�毫米
，

比

习惯播种的少蒸发��
�

�毫米
。 ②降水弱 。

块

茎形成和膨
‘

大期间降水强度夏播的比习惯播

种弱
，

使块茎形成和膨大期接近或达到
“
秋

雨娜绵
” 。

据 ����年汾 阳气象站 的资料记

载
，
� �

�

。 毫米降水的天数
，

夏播期 �天
，

习惯播种期为 �天
。

降水强度大
，

极易形成

水土流失
，

不仅降水流失多
，

而且易将地下

块茎冲刷露出地面
，

影响品质
。

此外
，

降水

强度大
，

对地面冲击力也大
，

极易造成土壤

板结
，

不能满足马铃薯根系对氧气和二氧化

碳高于其他作物 ����倍的要求
，

如不及时

中耕
，

则影响根系的生长发育和生理 后动
，

夏播则不易出现这种现象
。 ③有结露 。

由于

夜温的下降
，

地下水气不断上 升
，

形 成 结

露
。

结露落入土中
，
从而提高土壤表层以至

整个耕层的土壤含水量
。

正由于上述三个原

因
，

使得夏播的马铃薯形成膨大期土壤含水

量较高
，

可满足形成膨大期需水多的要求
。

���可获得较低的土温 土温�����℃

对块茎的形成和膨大最为有利
。

当超过��℃

时
，

如不采取小水勤浇等降温措施
，

则块茎

小 � 超过���时
，

块茎生长几乎停止
。

据汾

阳县气象站����年的气象资料
，

在马铃薯块

茎形成膨大期的 口平均��厘米土温
，
夏播的

为 ��
�

娜℃ ，
习仪播种的为��

�

��℃ 。

这样
，

夏播可为块茎形成和膨大提供较为适宜的土

温
。

�为 可获得较短的 日照 据汾阳县����

年的气象资料
，

在块茎形成膨大期的 日平均

日照
，
习惯播种的为 �

�

论 小时
，

夏播的为

�
�

��小时
，
短 日照有抑制茎叶生长

、

促进块

茎形成膨大的作用
。

�
�

自然灾害报失

白于今年降水不足
，

冰雹袭击等自然灾

害的影响
，

对夏播高产栽培示范造成了一定

的损失
。

���降水不足 今年夏播马铃薯全生育

期 ��月 �日至 ��月 �� 日�卜不水 ���
�

�毫

米
，

是常年同期降水 ����
�

�毫米�的���
。

据早薄地亩生产��公斤块茎需降水��
�

�毫米

计算
，
今年夏播马铃薯产量为 ���

�

�公斤
，

常年为���或公斤
。

所以
，
今年夏播马铃薯因

降水不足可造成 �成以上的损失
。

���冰雹袭击 �月�� 日该村降冰雹��

分钟
，

降水量为��
�

�毫米
。

由于夏播时正值

苗期
，
受灾后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

，

而危害程度较其他播种期的马铃薯轻
，
约造

成 �成左右的损失
。

五
、

几点意见

�
�

应重视夏播马铃薯 由于夏播马铃

薯具有以下意义和作用
，

所以有关部门
，

有

关领导应重视夏播马铃薯栽培技术的试验研

究
、

示范推广等
。

���可获高产 据我区每年夏播马铃薯

生育期降水
，
旱薄地常年亩产为 ����公斤 �

如采取增施肥料
、

改良土壤等措施
，

按在肥

沃条件下每生产��公斤块茎需降水 �
�

�毫米

计
，

常年亩产可达����公斤
。

据王军 ������

报道
�

国际马铃薯中心 于 ����年 在 遭 受
一 �℃霜冻后获得株产 �

�

�公斤的品系
。

如

采用此品系
，
亩产将可达����、 ����公斤

。

又据解睿介绍
�

匈牙利已获得能使作物在遭

受 一 ��℃霜冻后
，

作物仍可正常生长的喷洒

物质—磷脂
。

如这两种新技术在我区成功

后
，

会进一步充分利用我区气候资源
，

扩大

夏播马铃薯播种面积
，
提高产量和品质

，

开

拓马铃薯生产的新局面
。

��� 可增加经济收入 我区每年夏粮作

物播种面积是���” ���万亩
。

如每年将三分

之一的夏粮播种面积夏播马铃薯
，
全区可增

加 ��、 ��万亩马铃薯
。

平均亩产如以 ����

公斤计
，
即可增产五六亿公斤

。

据卢小梅在

山酉省薯类经济讨论会上介绍
� ����年该省

�下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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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土体收缩率降低�
�

���
�

��
，
土壤滞水

性减弱
，
在相同吸力下

，
薯茬土壤含水量比

麦茬低
，
说明薯茬土壤的排水速 度 比 麦 茬

快
。

土壤容重值提高
‘〕

�

肠克�厘米
“ ，

有利于

抑制水稻过多地吸收氮肥和发生无效分孽
，

提高分孽成穗率
。

但是
，

未发现不同茬 口间

的微团聚体差异
。

由于薯茬土壤经常处于相对 干 燥 的 环

境
，
且土块校 卜

，
通气性好

，

所以土壤有机

质的分解速度知快了
。

冬作收获时
，
薯茬土

壤的有机质含量比麦茬 少 �
�

���� 。
�

���
。

土壤 �
、
�

、

�的释放量增多
。

盆 栽 试 验

中
，

每公斤土澳被水稻吸收的�
、
�

、
�量

如下
�

麦茬早稻分别为��
�

�
、
��

�

�和��
·

�毫

克
，
而薯茬早稻分别为��

�

�
、
��

。

�和��
�

�毫

克
。

各试点土壤速效氮含量 除 �月 �� 日 测

定
，
德清干山试点麦茬比薯茬高�

�

����外
，

其余都是薯茬比麦茬高或无差异
。

土壤速效

磷含量
，

称是薯茬高于麦茬
。

土壤速效钾含

量
，
冬作收获前都是麦茬高于 薯 茬

，
而 早

稻收获前
，
嘉兴农校 试 点 麦 茬 比 薯 茬 高

迄�
�

����
，

德清干山试点薯茬比麦茬高��
�

�

���
。

土壤全氮和全磷两种茬 口间几乎无差

异
。

由于马铃薯茬土壤条件的明显改善
，
促

使了早稻早发快长
。

表现为薯茬 早 稻 的 叶

绿素含量高于麦茬早稻
， �冷面积系数大

，
干

物质积累量多
，
分蔡发生早而多

，

有效分英

终止期比麦茬约早 �、 �天
。

所 以
，

共亩有

效穗数薯茬比麦 茬 多 �
�

��界
‘

�万
，

增 加

功
，
�、 ��

�

��
。

因而
，
马铃薯左早稻比麦茬

早稻增产
。

同期移栽的
，
每亩增产 遭�

�

�公斤
，

增产��
�

��� 退栽 �天的
，

每亩增产��
�

�公

斤
，
增产 �

�

��
。

然而
，
谷草比和千粒重 都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
分别降低�

�

�� 、 。
�

��和

�
�

�����克
。

早稻植株体内的含氮百分率
，
各试点你

是薯苍高于麦茬� 至于含磷和含钾百分率
，

各试点表现不一致
。

总的看来
，

德清干山都

是薯茬高于麦茬
，
而嘉兴农枝试点后期薯茬

有低子麦茬的趋势
。

然而
，
植株累积吸收的

氮
、

确
、
钾总量

，
所有试点都是薯茬比麦花

高
。

结卑也表明
，
种植马铃薯可比种植大麦

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

并且在晚稻�友获至马

铃薯播种时的 �个多月空闲时间可种植一手

蔬菜
，
经济收益显著

。

所以
，

马铃薯可引入

水国搭配种植
。
但生产上必须配合以争取早

发为中心的栽培技术
，
以充分发挥马铃薯灼

增产潜力
。

本文是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
导师沈学年教授

。

�上接 嫂�页� 马铃薯在香港的销价每 公 斤

为�
�

功元
。

山此一项
，

即可保证获得��
·

�”
��

�

�亿元的毛收入
。

���可促进轮作倒茬 近年来
，
由于群

众不注重马铃薯
、

小麦灼轮作倒茬
，
使这两

种作物的病虫害日趋严重
。

特别是马铃薯二

十八星瓢虫的危害更为明显
。

实行夏播马铃

薯后
，
即可促进轮作倒茬

。

�� 防冻迟收 因该示范地地势较低
，

又处平坦地带
，
因而虽采取喷打尿素溶液的

防冻措施
，
但仍遭受早霜危害

，

迫使早仪
，

而使薯块较嫩
，

淀粉含量偏低
，
只 宜 作 菜

用
。

可是该村贺瑞云试种灼�
�

��亩夏�寿马铃

薯
，
于 �月 � 日种在向阳背风 地 势 不 自积也

块
，

虽未采取任何防冻抖施
�

却 �琶正常生
一

关

到��月��日收获
，
亩产达�泛��

二

�公斤
。

找 区

虽属黄土丘陵山民
，

地形复杂
，

但可选择不��

于夏播的地块
。

地势较高且向阳背风的地块

夏播马铃薯
�

是一种不需任何投资
、

行之育

效的防冻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