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大名县利用当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

条件发展山药种植。通过选择适宜的轮作模式

及配套绿色栽培技术生产的当家品种白玉山

药市场前景好，产品畅销国内外。

山药（Dioscorea opposita）属薯蓣科薯蓣属，

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蔓生植物，营养价值丰富，

具有药食两用功能，深受市场欢迎。多年来，由于

山药种植受地理环境、土壤质地、种苗数量、劳动

力投入以及生产技术等条件限制，其生产潜力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各地山药产业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

贡献不一。河北省大名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古黄

河故道，气候条件优越，土壤适宜，受市场需求的

牵动，目前已成为新兴的山药种植基地，生产的大

名白玉山药远近有名。

1　大名县山药种植优势

1.1　气候条件　根据山药生长对环境条件的要

求，5�cm 日平均地温 9～10�℃即可定植，大名县

历年 5�cm 地温稳定通过 10�℃的平均日期为 3 月 26

日，最晚为 3 月 28 日，5�cm 地温稳定通过 12�℃的

平均日期为 3 月 30 日。因此，当地山药种植时间

可提前至 3 月底，生长季节为 4～10 月，生育期长

达 210�d（天）以上，月平均日照时数均在 230�h（小

时）以上，日平均日照时数 7.7�h（小时），光热资

源充足；降水主要集中在 6～8 月，占全年降雨量

的 60.9%，此时正值山药生长旺季；4～5 月少雨，

气温回升快，有利于山药壮苗发根；9～10 月，阳

光充足，土壤水分适宜，通透性好，有利于山药块

茎的膨大增粗增重、增粉提糖提药性。

1.2　土壤条件　大名县有近 4 万 hm2（60 万亩）的

黄河故道，细质沙土、沙壤土，质地松软、通透性好，

沙层深厚无杂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肥力中等

偏上，土壤 pH�7.0～8.2，适宜山药种植的面积达 3.3

万 hm2（49.5 万亩）。山药忌连作，尤其忌重沟种�

植。据调查，山药连作 2�a（年）减产 30% 以上，

连作 3�a（年）减产 40%～50%。山药地只能错沟

种植 2�a（年），然后轮作 3�a（年）再种。据此推

算，大名县山药在不受连作影响的情况下，可发展

到 0.66 万 hm2（9.9 万亩），规模发展潜力巨大。而

且山药长在心土层，不易被地下害虫侵害。因此大

名县生产绿色山药具有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

1.3　品种优良　大名县传统的山药品种主要有线

山药和麻山药，产量低，一般每 667�m2 产量仅

1�500�kg，经济效益不高。2000 年以来，当地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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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蛾、白粉虱、蚜虫等。7 月中旬茄子未平茬前会

有白粉虱发生，可用 8.8％阿维·啶虫脒乳油 2�000

倍液喷雾防治，共喷 2 次，每次间隔 10�d（天）。

9　适时采收

9.1　马铃薯采收　一般在 4 月中旬，马铃薯植株

生长停止、茎叶枯黄时开始采收。选择晴天上午进

行采收，首先拔除马铃薯地上部植株，再揭掉地膜，

并清除垄上地膜，顺垄挖出马铃薯块茎，随后分级、

分装、上市。

9.2　茄子采收　当茄子果皮表面有较强弹性，

果皮变亮，略有光泽时即可收获。门茄要尽早收

获，5 月下旬开始收获第 1 茬茄子，8 月底 9 月

初开始收获第 2 茬（再生株）茄子，采收后分装�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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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至辽宁共引进十几个山药品种，其中，日本长和

大芋每 667�m2 产量达 3�500�kg 以上，高产地块达

5�000�kg，山药质脆肉白，易熟，口感细腻，入口

甜绵，淀粉、糖蛋白等含量均高于同类品种，并在

当地得到很快发展，成为当家品种，被称为“白玉

山药”。目前根据市场不同需求，麻山药、铁棍山药、

紫山药、线山药在当地也有小面积发展。

1.4　市场前景　大名山药虽然规模发展时间不

长，但在市场上已占据一定份额，在山东、河北、

内蒙古、北京等地市场深受欢迎，山东客户主要出

口至韩国、日本，销量很好。从种植效益看，一般

种植户商品薯每 667�m2 产量在 3�000�kg 以上，去

除生产成本后，按 2010～2017 年山药平均价格 5

元·kg-1 计算，每 667�m2 纯收益在 1 万元以上。

2　绿色高产栽培技术要点

2.1　地块选择　选择远离工矿企业、交通主干道

等三废污染源的地块，土（沙）层深厚、质地疏松、

上下一致，无粘土层，肥沃、排水顺畅的沙壤土，

略有坡度的地块最好。种植区全部采用地下井灌，

水质优良。

轮作地块以山药—春花生—冬小麦—夏玉米，

或山药—春花生—冬小麦—大葱，或山药—春花

生—短季菜（萝卜、早熟大白菜或快菜、菠菜等），

或山药—胡萝卜—樱桃番茄等种植模式为宜，避免

前茬为甘薯、马铃薯、牛蒡等作物。

2.2　种薯选择　选择抗病、抗逆性强、耐肥水、

产量高、品质好的白玉山药。种薯分地下块茎顶端

（山药嘴）、山药段及整个小山药。从作种的质量

看，整个小山药优于山药嘴，山药嘴优于山药段，

山药段以年限 2～3�a（年）的零余子繁殖的成品山

药为好，不同种薯产量差异较大。

山药嘴：选择 3�a（年）以下的山药嘴作种薯，

3�a（年）以上的山药嘴种性退化，种皮颜色较深，

长出的山药极易分叉且皮色变暗，不仅商品性差，

也不能作种用。山药嘴种植年限可根据山药嘴上的

疤痕数量判断，有几个疤痕就是几年的山药嘴。

山药段：以山药块茎前段最好，中段以后的薯

块不宜作种薯，选择光滑、粗细适中、均匀、无畸

形、无霉点、无病斑、无腐烂的薯块作种。

山药嘴、山药段的大小、质量要适中。太小则

出苗弱，不能长成大山药；太大不但明显增加种薯

用量，也会造成山药生长前期过于繁盛，营养生长

过旺，导致后期早衰，也不能长成大山药。一般以

山药嘴长 30～40�cm，山药段长 8～10�cm，横径 4�

cm 左右，质量 120～150�g 为宜。

小山药：山药种植年限过长，种性退化，产量

潜力下降，可以用零余子提纯复壮。第 1 年播种零

余子，长成小山药，第 2 年用小山药作种。零余子

育种后代生命力旺盛，增产显著，要注意选用个头

大、有光泽的零余子，以圆形最好，表皮粗糙、有

病斑虫口的及非圆形的不能用。

2.3　种薯处理　3 月上中旬将种薯切段，随即在切

口处蘸涂生石灰或70%代森锰锌超微可湿性粉剂，

并按段次分别进行晒种，促进伤口愈合，增强种薯

束缚水能力，以发芽的一端（种段上端）晒至呈浅

绿色，有明显裂缝为宜。晒种时间一般根据用种材

料和播种时间决定。当地最后一次晚霜一般在 4 月

10 日左右，最晚在 4 月 19 日，大名山药的出苗时

间要求错过最后一次晚霜，以防发生冻害，一般以

4 月 20 日后为好。山药嘴 15�d（天）出苗，一般晒

种 7�d（天），即在 3 月底开始晒种。从发芽的顺序

上看，山药块茎前段明显早于中段，山药前段 20�d

（天）出苗，晒种 10�d（天）以上，即应在 3 月中

旬进行晒种；山药中段 30�d（天）出苗，晒种 15�d

（天）以上，即应在 3 月初进行晒种，15�d（天）

后（3 月底 4 月初）播种。

2.4　整地施肥　一般在土壤解冻后即可开始整

地，根据播种时间，整地前先造足底墒或开沟前造

墒，将基肥均匀撒施在田间，深耕 30�cm，趟平耙

实。整好地后根据地块形状间隔 20～30�m 开 1 条

横向排水沟，纵向也要留排水沟，以防大雨时田间

积水造成灌沟塌陷，影响山药产量和品质。排水沟

挖好后即可用开沟机开沟回土起垄，并踏实踩平。

开沟深 1.5�m，宽 25�cm，沟距 1�m，形成垄面宽 40�

cm、垄底宽 60�cm、垄高 20�cm 的梯形垄。

山药为高产作物，生长期长，需肥量大，底肥

要求均衡全面。一般每 667�m2 施腐熟的粪肥（注

意不能有任何粪块和硬物）3�000～4�000�kg（或有

机肥 400～500�kg）、微生物菌剂颗粒剂（有效活菌�

数≥ 2 亿个·g-1）2～3�kg〔或生物有机肥（有效

活菌数≥ 1 亿个·g-1，有机质≥ 40%）400～500�

kg〕、 平 衡 控 释 复 合 肥（N-P-K 为 1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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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0�kg（或尿素、磷酸二铵、硫酸钾各 30�

kg）、微量元素水溶肥（锌 + 铁 + 铜 + 锰 + 硼≥�

10%）1�kg。基肥应在整地前全田均匀撒施，然后

将肥料深耕翻入耕层中。山药禁用含氯肥料，否则

土壤中氯离子过高，容易造成山药藤蔓生长旺盛，

块茎产量降低、品质下降、易碎易折，导致山药不

耐贮存和运输。

2.5　播种　为减少地下害虫、蚜虫及土传病害的

发生，防止山药烂种，促进山药提早发芽，苗齐

芽壮，播种前每 667�m2 种薯（500�kg 左右）可用

25% 噻虫·咯·霜灵悬浮种衣剂 80�mL+10% 嘧菌

酯悬浮种衣剂60�mL兑水20～30�kg浸种或喷种，

晾干后播种，或播种后直接喷施播种沟，金针虫

发生严重的地块需加入 50% 氯虫苯甲酰胺悬浮种

衣剂 10�mL。

播种时首先在垄上开约 10�cm 深的小沟，然后

将种薯平放在种沟内，种芽顺序一致，株距 20～22�

cm，每 667�m2 种植 3�000～3�200 株。播后覆土、

踏实、整平垄面，每 667�m2 用 48% 仲丁灵（地乐胺）

乳油 150�mL 或 33% 二甲戊灵乳油 130～150�mL 兑

水 15～30�kg 喷洒地面，然后覆盖地膜。播种时要

将山药嘴、不同山药段次的种薯分别播种，确保出

苗整齐，便于管理。

2.6　田间管理　

2.6.1　间苗除草　每穴山药只留 1 个壮苗，及时拔

除多余的弱苗。间苗时用一只手摁住大苗的基部，

另一只手轻轻拔除弱苗。由于山药根系很浅，不宜

用锄头破土除草，以免损伤根系。杂草少时及时用

手拔除，如大量发生，可用锄头在地表轻轻刮除，

也可在杂草 2～3 叶期用山药苗后除草剂 15% 精吡

氟禾草灵（精稳杀得）乳油或 10% 精喹禾灵乳油

50～60�mL 兑水 30�kg 喷雾防治。

2.6.2　搭架理蔓　山药苗长到 30�cm 时要及时搭

架，在山药沟两头各栽 1 个木桩，顺沟纵向拉紧 1

根铁丝，以防山药爬满架后被大风吹倒，一般用竹

竿搭“人”字形架，架高 2�m 左右。“人”字形架

太高则成本高，太低则山药蔓重叠，影响叶片光合

作用。发现未上架的秧苗要人工顺时针理蔓上架，

同时防止茎蔓缠绕成团影响生长。及时摘除过多的

零余子（山药豆），以防与地下块茎争夺养分。

2.6.3　追肥浇水　山药是耐旱作物，在足墒足肥播

种的情况下，生长前期一般不用浇水追肥。5 月底

伸蔓期，苗情稍差的地块可追 1 次肥，结合浇水每

667�m2 冲施含腐殖酸的水溶肥（腐殖酸 40�g·L-1，

氮、磷、钾≥ 200�g·L-1）5�L。生长中后期 7～9

月为块茎膨大的关键时期，根据追肥需求进行浇

水，7 月初进行第 2 次追肥，每 667�m2 冲施大量元

素高钾水溶肥（N-P-K 为 18-8-24+TE）5�kg；8 月

上中旬进行第 3 次追肥，每 667�m2 冲施大量元素

高钾水溶肥（N-P-K 为 14-7-39+TE）�5�kg。伏雨季

节及时排出积水，防止灌水塌沟。8 月山药生育中

后期进行叶面喷肥防早衰，每 667�m2 可用磷酸二

氢钾 100�g+0.01% 芸苔素内酯 20�mL 兑水 30�kg 喷

施，间隔 10�d（天）喷 1 次，共喷 3 次。

2.6.4　灭鼠　平时注意检查田间是否有鼠洞，及时

进行灭鼠。特别是雨前发现鼠洞要及时用化肥袋装

土，连袋一起堵洞，防止雨水灌沟。

2.7　病虫害防治

2.7.1　预防措施　将药物用在病虫害发生前，对

蝼蛄、蛴螬、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和根茎腐病、枯

萎病等的预防可参照种薯处理及播种环节，插架

前对往年用过的架竿可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600 倍液浸泡后再插架。

2.7.2　化学防治　炭疽病、褐斑病等叶部病害可用

7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600 倍液，或 25%

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1�500～2�000 倍液，或 17% 唑

醚·氟环唑悬浮剂 600 倍液等喷雾防治，每隔 7～10�

d（天）喷 1 次，连喷 2～3 次，雨后要及时补喷。

山药叶蜂、斜纹夜蛾等可用 5% 高氯·甲维盐微乳

剂 1�000 倍液或 2.5% 氯氟氰菊酯微乳剂 600～800

倍液喷雾防治。红蜘蛛可用 10.5% 阿维·哒螨灵乳

油 1�000 倍液进行防治。

2.8　收获贮藏　10 月上中旬，霜冻过后 7�d（天）

即可收获。挖掘时要精细采收，不可伤断山药，否

则影响商品性。作种薯用的山药嘴采收后要及时进

行防腐处理，可蘸生石灰或喷防腐保鲜剂，如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80% 代森锰锌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等，然后在院内晒种，一直晾晒至室

外上冻（温度低于 0�℃）之前，室外上冻后则移至

屋内或挖窖贮藏。商品山药也可冷库贮藏，待淡季

供应市场以获得较高的收益。无论种薯或商品薯都

必须在 3～6�℃的条件下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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