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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西市南部的渭源县，海拔高，气候冷

凉，土壤肥沃，非常适宜马铃薯生长，�近年种植马

铃薯 2.53 万 hm2（37.95 万亩），占全县总耕地 45%

以上。每 667�m2 产量 1.9�t 左右，马铃薯高产高效

潜力还未充分发挥。2009 年以来，笔者不断进行

创高产试验研究，使马铃薯产量每 667�m2 达 3�t 以

上，增产 33% 以上，商品率超过 80%，提高 10 个

百分点，�增收节支 650 元以上，每年连片进行创高

产栽培逾 66.7�hm2（1�000 亩），生产的马铃薯块大

质优，淀粉含量高，薯形整齐美观，高品性好，深

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同时试验研究的创高产集成新

技术，不断被农民采用，至今已推广逾 1�000�hm2�

（1.5 万亩）。

1　马铃薯创高产的限制因素

1.1　农民接受新技术慢，种植品种没有优良化　一

是种植品种选择不当，盲目跟风种植。二是怕风险、

怕投入，不愿引种最新品种。三是不重视对现有品

种的更新换代，长期种植单一良种。四是不重视更

新现有种植技术，参加技术培训的意愿不强，对电

视、报刊报道的相关新品种、新技术、市场发展变

化的信息兴趣不高，种植观念、生产水平没有得到

及时更新和提升。

1.2　种块未经科学系统的处理　一是选购的种薯

适应性和丰产性差。购种时对新品种的特性了解

少，脱毒种和常规种区分不开，特别是对脱毒种的

级别更区分不清，选购的种薯质量差。二是播前种

块大多未经挑选、晾晒等杀菌灭虫处理。三是不按

要求切块。切块小，质量在 25�g 左右，同时切块时

不注意区分脐部和顶部芽，播种时没有剔除芽眼破

损的薯块和脐部薯块，不易形成壮苗。四是种块播

种时未经拌种处理。

1.3　忽视合理轮作和选地整地质量，种薯生长的

土壤环境不良　种植户认为马铃薯是适应性强的农

作物，种在任何土壤中都能获得高产，种植地块不

经优选，茬口安排不当，有时连茬种植，加之高

寒山区秋茬作物面积大，相应的伏耕、早耕地面积

少，耕翻地得不到充分晒垡熟化和杀菌灭虫，通透

性差，同时积蓄秋雨减少，影响马铃薯优质生长。

1.4　施肥比例失调，影响中后期块茎增长　目前

部分农户仍遵循“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传

统施肥观念，认为肥料越多越好，不按马铃薯需肥

规律和生长发育阶段施肥；部分农户还认为种植马

铃薯化肥增产效果明显，施肥时重化肥、轻农家肥、

少施或不施农家肥；此外，还存在凭经济状况和经

验施肥的现象，重氮肥，轻磷钾肥，缺长效有机肥，

造成马铃薯生长中后期养分供应不足。

1.5　种植管理不规范，病虫发生重　农户认为种

植、管理精细不精细对高产作物马铃薯的产量形成

影响不大，播种时种块随意摆放，株行距大小不一，

中耕次数少，除草不彻底，培土晚且少，中后期追

肥防病虫不及时，病虫害时有发生，严重影响马铃

薯健康生长和高产的形成。

1.6　收获偏早，薯块贮藏质量不高，产量损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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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文选，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马铃薯高产栽培和病虫害防治研究推广

工作，电话：0932-4136600，E-mail：wy.qwx@163.com�

收稿日期：2014-04-19；接受日期：2014-07-10

高寒山区是马铃薯的适种区，但产量不

稳，品质不优，效益低。根据其制约因素，通

过不断研究创高产栽培技术，每 667 m2 产量

和商品率大幅增加，且生产的马铃薯块大质

优、外形美观，淀粉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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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收获，收获偏早产量不高，同时薯块中含水量

高，薯皮幼嫩，易受碰擦伤，增加了病菌的侵染几

率。另外，收获时正值秋季多雨季节，农户抢时收

获，田间未能进行认真挑拣处理，淘汰病、烂、伤

薯，加之薯块又未经充分晾晒和预贮处理，直接下

窖贮藏，且贮藏期没有定期观察，进行降温或保温

处理，导致病、烂薯多，马铃薯损失量 8%～12%，

有时高达 15% 以上。

2　马铃薯创高产关键技术

2.1　选用高产品种　高寒山区为一季春播区，创

高产栽培宜选用中晚熟品种，且必须选择优质高产

和知名度高的品牌品种，不能选用多年自繁自种的

传统品种、种性退化混杂和市场需求不畅的品种。

目前优质、高产、抗病、抗逆性强的品牌品种主要

有：高淀粉陇薯 3 号、陇薯�5 号、陇薯 6 号、陇薯

7 号；近年育成的新品种主要有：青薯 9 号、陇薯

10 号等。品种选定后优选原种和二级以上的高质

量标准脱毒种薯。

2.2　处理种薯块　播前 3～5�d（天），每 667�m2

选用合格种薯 180�kg 左右，摊于地面晾晒 2～3�d�

（天），边晾晒边上下翻动，迅速晒干种薯表面大

量水分，杀灭附着在种薯表面的病菌和虫卵，同时

通过翻动晾晒使种薯表面均匀受光提高薯温，解除

休眠，促使薯芽萌发，及时挑拣淘汰病薯和烂、伤

等劣质薯块。

从选留下的种块中选取色泽光亮、薯芽饱

满、无伤无损、无病虫为害的健壮幼嫩薯，大小

为 30～50�g 的作小整薯，100～150�g 的选顶芽切成

大块，一般先纵切，然后横切为 2～4 块，每块质

量在 35～50�g。小整薯、带顶芽的大切块可给种薯

发芽和幼苗生长提供充分的养分和水分，同时提早

5～7�d（天）出苗，并有利于形成壮苗而增产。

大切块晾干水汽后，用 58％甲霜灵·锰锌（宝

大森）可湿性粉剂 100�g，与细干土 2～3�kg 拌匀，

再与 100�kg 种块拌匀，稍晾后播种，还可用多菌灵、

霜脲·锰锌等药剂拌种预防真菌性病害。在比较干

旱的地区可用旱地稀土宝 100�g 浸种块 100�kg，可

以起到抗旱、防病、出苗整齐的效果。抗病性较差

的高产品种陇薯 5 号尤其要进行药剂拌种。

2.3　选择适宜土壤　创高产栽培忌连茬，瘠薄和

耕层浅、低洼排水不畅的地块不宜选用，尤其不能

选用超量喷施过草甘膦、绿黄隆和整地质量极差的

地块。前茬优选小麦、中药材、豆类，其次为油菜、

玉米、胡麻，实行 3�a（年）以上轮作，前茬作物

收后及时伏耕、早耕、深耕，在高温条件下立垡晒

土，熟化土壤，秋冬时进行浅耙、镇压蓄水保墒，

春季草害严重的地块及时浅耕除草，为马铃薯根系

生长和块茎膨大创造良好条件。�

2.4　增施有机肥，施足优质化肥　生产 1�000�kg 马

铃薯需纯氮 5�kg、磷 2�kg、钾 10�kg，现蕾开花期

是需肥关键期。其中对钾肥需求在各个生长阶段都

较多，在生长前期需求量最多，对磷肥需求在生长

期各阶段都较平稳，对氮肥生长前期和后期需求不

大，到生长中期（结薯期）对氮肥需求较多。渭源

土壤肥沃，富含钾素，创高产栽培在选用肥沃地块

基础上，每 667�m2�增施农家肥 3�500�kg 以上，施尿

素 25�kg、普通过磷酸钙 65�kg，或施尿素 17.6�kg、

磷酸二铵 18.7�kg、硫酸钾 15�kg，氮、磷、钾养分

比例为 1∶（0.75～1.00）∶（0.25～0.50），投入总

养分量 25�kg 左右。施底肥时控氮肥并适量减施，

农家肥、磷肥、钾肥一次性深施，土壤墒情好时结

合起垄培土每 667�m2 追施 7～10�kg 尿素或碳酸氢

铵，以促进马铃薯健壮生长、早结薯，中后期叶面

勤喷肥补肥。开花期每隔 7～10�d（天）每 667�m2

用磷酸二氢钾 150～200�g、尿素 150�g、马铃薯块

茎膨大素等微肥 40～50�g，兑水 40～50�kg 叶面喷

施，每隔 7～10�d（天）喷 1 次，连喷 2～3 次，防

止植株早衰。

2.5　大垄深播　高寒山区播种过早，土温低而不

稳，种薯不易发芽导致烂种，还易受低温冷冻和晚

霜危害，播种过迟，温度高易形成细弱苗，同时还

易受早霜危害。创高产栽培于 4 月中下旬土温稳定

通过 8～10�℃时播种最佳，有利于形成壮苗，还可

避免过早播种后 7～8 月开花期遇高温高湿天气，

病害易高发造成减产。播种时坚持深播，一般播深

8�cm 左右，干旱时播深 10～12�cm。深播墒情好，

发芽后扎根深，根系生长好，有利抗旱出全苗。播

种太浅，根系扎得浅，不抗旱，营养吸收也受到限

制，同时地下茎的生长深度不够，节数少，也不利

于匍匐茎的形成。�

播种时进行大垄栽培，大行距有利于马铃薯

通风透光和农事操作。在降雨量 450～600�mm、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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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肥力较好的阴湿区和半干旱区，每 667�m2 种植�

4�000～4�500 株。在降雨量 450�mm 左右、土壤较

瘠薄的半干旱区，每 667�m2 种植 3�800～4�000 株。

在降雨量 350�mm 左右的半干旱偏旱区，还可采用

黑色地膜全覆盖膜侧栽培技术，每 667�m2 覆厚 0.008�

mm、宽 120�cm 的黑色地膜 8�kg 左右，在整好地、

施好肥的地面起垄，做一高一低的两个垄，其中大

垄面宽 70�cm、高 15�cm，小垄面宽 40�cm、高 10�

cm，覆好膜后及时在垄沟内打渗水孔，马铃薯点种

在大垄沟的两侧。每 667�m2 种植 3�500～4�000 株。

利用黑色地膜全覆盖抑制土壤中水分蒸发，同时膜

面能集蓄 5～10�mm 的降雨，形成了集雨、保墒、

保肥、除草等增产综合新技术，每 667�m2 较露地

增产 33%～50%。�

2.6　早管理勤管理　幼苗出土时及时“闷除”，

即顺空行浅中耕，破除板结，增温。苗齐后每隔

6～10�d（天）及时除草 1 次，苗期连除 2～3 次，

疏松土壤。现蕾前起大垄厚培土追肥，在半干旱区

抢墒培土，阴湿区地面干燥时培土，同时培土要

多、厚，防止因覆土太少而块茎膨大外露或覆土开

裂块茎见光变绿形成绿头薯，降低食用性和商品

性。中后期及时拔除大草，排出田间积水，喷肥防

病虫。另外在雨水较多的年份发现有旺长现象时及

早化控抑制徒长。进行田间管理时前期随时压严压

实地膜，防止地膜被大风吹起吹走，中后期除草时

注意不要损坏地膜，收获前先揭去地膜后收挖，

收挖后拾净土壤中的残膜，整好地以便安排下茬�

作物。

2.7　早防病虫害　影响马铃薯创高产的主要病虫

害是马铃薯早疫病、晚疫病、地下害虫、蚜虫。结

合选地、整地、选种、切块、栽培、种植管理等过

程，采用农业、物理、化学药剂等方法及早防治。�

马铃薯早疫病、晚疫病：晚疫病是马铃薯创高

产上重点防治的病害，进入秋季每隔 2～3�d（天）

出现一场连阴雨，连续出现 2～3 次则严重发病，

防治不及时造成茎叶提早枯死，薯块大量腐烂而严

重减产。6 月下旬现蕾后做好早期防治，选用常规

农药 58% 甲霜灵·锰锌（宝大森）可湿性粉剂、

70% 丙森锌（安泰生）可湿性粉剂外，还可用高效

药剂 72% 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69% 烯酰吗啉·锰

锌可湿性粉剂 300～500 倍液，或噁唑菌酮·霜脲

氰（抑快净）、氟吗啉·锰锌、687.5�g·L-1 霜霉威

盐酸盐（银法利）600～800 倍液喷雾，每隔 7～10�

d（天）防治 1 次，连续防治 3 次以上效果最佳，

并兼防早疫病。

地下害虫：夏秋深耕结合耕翻土地随时捡

拾出土内幼成虫和蛹集中消灭。采用轮作倒茬、

清洁田园、铲除田间杂草等预防措施防治，地下

害虫发生严重的地块结合耕翻地或播种每 667�m2

用 40% 辛硫磷乳油�250�mL 兑水 3～5�kg，拌细

干土（沙）25�kg 制成毒土（沙），进行土壤处理�

防治。

蚜虫：�6 月中旬出苗以后蚜株率大于 5% 或蚜

敌比大于 150∶1，除用常规农药 40% 乐果乳油��

1�000 倍液或 50% 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防

治外，还可用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500 倍液，

或 3% 啶虫脒乳油 2�500 倍液喷雾防治，还可选用

2.5% 溴氰菊酯、20% 高效氯氰菊脂乳油等高效药

剂喷雾防治。每隔 7～10�d（天）防治 1 次，连防�

2～3 次。

2.8　适期收获，精心贮藏，减少损失　10 月初马

铃薯茎叶枯黄萎蔫达到完熟，地面比较干燥时割去

地上茎秆及时收挖。收挖时首先挑拣出病、烂、

伤薯，及时晾晒和预贮处理后再次剔除病烂杂薯贮

藏，贮存环境条件直接影响薯块损失和品质。每立

方米贮存马铃薯 650～750�kg，贮存量不超过窖藏

容量的 2/3，并留足通风口。贮藏期温度高薯块易

受热发芽，温度低则易受冻；湿度大薯块易潮湿腐

烂，湿度小则干燥失水皱缩。贮藏期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 85%～90%，温度保持 1～4�℃。并随时检查

贮藏窖，前期和后期重点进行防热管理，中期重点

进行防寒管理，防止受冻、受热和通风不良造成产

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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