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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是著名的“中国马铃

薯之乡”。近年来，滕州市全力打造“全国菜用马铃

薯行业的风向标”，全市春秋两季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到4.67万hm2，总产量突破200万t，总产值60余亿元。

“两薯一粮”（春马铃薯－夏玉米－秋马铃薯）高产

高效种植模式实现了“亩产万斤薯、千斤粮，产值过

万元”，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效益最好

的二季作马铃薯县级产区，滕州先后被评为“全国农

业（马铃薯）标准化示范县”“山东省马铃薯生产先

进市”。“滕州马铃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成

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先后被评为“中国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最具影响力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2017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山东省

首批十大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山东省十大地

理标志品牌”等，2019年品牌价值158亿元，成为中

国马铃薯第一品牌。在不断巩固发展春马铃薯产量、

面积、效益的同时，滕州市立足当地气候特点，围绕

生长期不足、病虫害多发、产量偏低、商品品质不高

等问题，积极探索秋季马铃薯绿色、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秋马铃薯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产量效益不

断提高。2020年，滕州市秋马铃薯种植面积达1.33万

hm2，平均单产接近2000kg，进一步丰富了“滕州马

铃薯”高产高效栽培模式，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和市

场竞争地位，成为当地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的优势特色产业之一。本文以滕州为代表，

系统总结了二季作区秋马铃薯绿色食品高产高效栽培

关键技术要点，供国内同类产区参考应用。

1　适用范围

本技术适用于以滕州为代表的中原二季作马铃

薯产区绿色食品秋马铃薯的栽培与管理，目标产量为

2000-2500kg/667m2。

2　滕州市气候条件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地处暖温带季风型

大陆性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3.6℃，年平均地温16.3℃，10℃（含10℃）以上积

温为4359.4℃；相对湿度年平均为68%；光照时间年

平均为2384.4h，年日照百分率54.4%；雨量充沛，年

平均降水量为796.3mm，每年的6月中下旬至9月初为

传统雨季，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60%左右；水资源较

为充足，属淮河流域，京杭大运河水系，地下水资源

总量3.5亿m3，地表水资源总量3.3亿 m3；无霜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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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无霜期210天左右，初霜冻一般出现在10月下旬

至11月上旬。滕州气候条件优越，较为适宜秋马铃薯

生产，特别是采用秋延迟种植，可取得较高产量。

3　产地环境要求

环境条件应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

件》（NY/T 391-2000）标准关于大气、水、土壤等

环境质量因子的要求。

产地应尽量避开繁华都市、工业区和交通要

道，优先选择空气清新、水质纯净、土壤未受污染，

具有良好农业生态环境的地区。地块以选择地势平

坦、排灌方便、土层深厚、土壤疏松肥沃、富含有机

质的壤土或沙壤土为宜，土壤pH值应在6-7，全盐含

量不得高于0.3%。

4　种薯选择

4.1　小整薯作种

秋马铃薯所用种薯一般为当年春季马铃薯收获

后所留小整薯，单个重量一般在25-50g。品种一般为

荷兰十五、荷兰七等早熟、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

费乌瑞它系列及科薯6号、滕育1号等滕州当地自主选

育的马铃薯品种。商品薯表现为薯型长椭圆、黄皮黄

肉浅芽眼，以鲜食菜用和出口为主。

秋马铃薯播种时间正值高温高湿季节，选用春

季所留小整薯作种而不再对种薯作切块处理，既可在

有效保留品种种性特征同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又

可有效减少烂种，而显著提高出苗率，对保证秋马铃

薯产量、效益极为重要。

4.2　种薯保存

春季马铃薯收获后，对计划留作种薯的小整薯

要精挑细选，严格剔除病、虫、烂、伤、杂、劣等不

良种薯，确保种薯质量，并做到避光、通风、单独妥

善保存。

4.3　种薯处理

于计划播种日前10天左右，选晴天中午，将预

留的小整薯摊晾在树荫下醒种、杀菌2-3天，再次筛

选无病种薯浸泡于0.5mg/l的赤霉素+1%或3% 高锰酸

钾溶液中5-10min左右，捞出沥干后堆置于阴凉处催

芽，并盖上潮湿的草苫保湿，至立秋前后即可按计划

正常播种。

5　播种

5.1　播种方式

秋季马铃薯栽培分为套种和直播两种播种方

式。

套种地块应在前茬作物（一般为春玉米、半夏

玉米）播种时留出套种行，优点是可以借助前茬作物

的植株为种薯遮荫降温，并通过适当提早播种时间，

延长生育期，以保证马铃薯产量；缺点是播种后容易

遭遇连续降雨，导致烂薯而影响出苗率，且套种完成

后，前茬作物无法实施机械收获，导致劳动强度加

大、用工成本增加。

4月中旬至5月中旬，早春拱棚马铃薯收获后即

播种春玉米的地块，一般立秋左右已基本成熟具备收

获条件，应及时机械收获，注意秸秆精细还田，并及

时清洁田园、旋耕整地，为秋马铃薯直播创造良好条

件。采用直播方式种植秋马铃薯，便于实施机械化作

业，可显著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为确保出苗率，可在播种完成后，于垄上覆盖玉

米秸秆以保湿降温，待苗齐后去除。

5.2　播种时间

秋马铃薯的播种时间应全面考虑当地气候条

件、天气状况及土壤墒情等因素，既不能太早，以尽

量避开高温多雨天气，并避免与前茬作物生产造成冲

突；也不能太晚，要充分考虑初霜冻时间，保证足够

的生育期，以确保实现目标产量。

滕州地区较为适宜的播种时间一般为立秋后10

天（约8月20日左右），如遇连续降雨等天气影响，

应适当推迟播种时间。采取秋延迟栽培的地块，播种

时间可一直持续到白露前后。

5.3　播种方法

秋马铃薯种植仍采用开沟起垄方式，开沟深

5 - 8 c m ， 按 确 定 的 种 植 密 度 摆 种 ， 一 般 行 距 6 5 -

70cm，株距20-25cm，每667m2株数4000-5000株。套

种田块播后先起小垄，待前茬作物收获后再根据马铃



·94· 种 植 技 术 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2年第4期

薯长势情况，分1-2次培土起垄至15-20cm高；直播

地块，可一次性覆土起垄至15-20cm高。起垄要求同

春马铃薯。

6　施肥

根据土壤肥力水平及目标产量要求，应按照

平衡施肥原则科学施用各类肥料。直播地块一般每

667m2撒施硫酸钾型高氮高钾三元复合肥50-100kg、

商品有机肥80-100kg、微生物菌肥1-1.5kg、硼砂

1kg、硫酸锌1kg。套种地块播种时施肥不便，可在前

茬作物收获后，结合浇水、培土尽早追肥，以促进根

系发达和植株健壮。如选用农家肥应经过充分沤制、

腐熟。

生产中禁止施用硝态氮肥、城市生活垃圾、工

业废渣、污泥和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等。

7　覆膜

7.1　覆盖反光膜

起垄耧平后，可于垄面覆盖一种正面镀铝箔、

背面为绿色的聚氯乙烯塑料薄膜，即反光膜。这种膜

反光率达70%-80%，透光率低于2%，不仅可以明显

降低土壤温度，控制土壤温度和含水量的剧烈变化，

还能防止雨水冲刷造成的土壤板结和垄土流失，增加

土壤的透气性，可显著提高秋马铃薯的出苗率和出苗

整齐度。

待出苗50%以后，可选择下午适时揭去反光膜。

7.2　覆盖黑白配色地膜及膜上覆土

于垄面覆盖黑白配色地膜，即一种中间为透明

或白色，两侧为黑色的聚氯乙烯塑料薄膜，覆膜后

于垄面膜上覆土3cm。薄膜两侧黑色区域可吸光、降

温，膜上覆土后可实现自行破膜出苗。此项操作既可

防止温湿度剧烈变化及降雨、浇水冲刷造成的土壤板

结和垄土流失，又可防杂草、虫害，生长后期还可起

到良好的保温、保墒作用，有助于提高秋马铃薯出苗

率、促进生长及产量形成。

8　田间管理

8.1　立足“早”字抓管理

秋马铃薯生育期短、发棵早，在满足气候条件

允许的前提下，各项管理技术措施应立足“早”字，

坚持做到早播种、早查苗、早追肥、早浇水、早中耕

培土，以充分利用生育期，促苗快长，实现高产稳

产。

8.2　科学浇水

秋马铃薯生长前期，即播种至现蕾期，正值高

温多雨季节，一般不需要专门浇水，但应注意大雨过

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划锄松土，防止因积水过多、

土壤通气不良造成烂薯。若长时间不降雨造成土壤干

旱，则应及时浇水，降低土壤温度，促使薯块早出

苗、出苗壮。现蕾期后应根据土壤墒情适当浇水，以

保持垄土湿润为宜；收获前7天应停止浇水。

要坚持小水勤浇勤灌原则，尽量避免大水漫灌

没过垄面，以浇至垄高1/3-1/2为好。

8.3　中耕培土

中耕培土有助于疏松土壤、消灭杂草、防旱保

墒，促进根系发育、植株发棵和块茎形成，是秋马铃

薯田间管理的重要措施。一般于生长前期进行2次中

耕培土覆垄即可：第一次宜在马铃薯4-5片叶时及早

进行，第二次宜在株高25-30cm时进行。

8.4　适当追肥

应根据土壤肥力和生长状况，采用叶面喷施或

结合浇水、培土分别于幼苗期、现蕾期、膨大期适当

追肥。第一次追肥应及时，可在苗高5cm左右时在垄

两侧开沟施入，一般每667m2施用尿素10kg和硫酸钾

型三元复合肥15kg。第二次追肥可结合第二次中耕培

土进行，每667m2施用硫酸钾型三元复合肥20kg。马

铃薯生长中后期，为避免对植株的机械损伤，可选用

植保无人机进行叶面喷施1-2次，每次每667m2可喷施

磷酸二氢钾50g或天达2116（地下根茎专用型）75g；

也可结合浇水冲施水溶肥等进行追肥。

应尽量避免叶面肥与农药随意混合施用，以防

止肥害、药害发生。

8.5　秋延迟管理

滕州地区初霜冻一般出现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

旬。为延长生育期、提高产量及商品薯率，秋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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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应在10月中上旬、早霜来临前提早建棚扣膜，以

保护叶片，实现秋延迟种植。棚膜扣上后，应根据天

气变化，前期注意及时通风排湿，后期注意及时盖棚

保温，以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延长马铃薯生育期，

实现增产目标。

9　病虫害防治

9.1　主要病虫害

秋马铃薯主要病虫害与春马铃薯略有区别。病

害主要有晚疫病、黑胫病、疮痂病、病毒病等，虫害

主要是蚜虫、白粉虱、茶黄螨及金针虫、蛴螬、地老

虎、蝼蛄等地下害虫。

9.2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

持“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

为辅”的无害化治理原则。

9.3　农业防治

第一，要因地制宜的选用抗（耐）病马铃薯品

种。第二，及时清洁田园，注意轮作倒茬，不能与辣

椒、茄子、西红柿等茄科作物及白菜、甘蓝、生姜等

连作；与玉米、大豆等作物轮作效果较好，有利于减

少病害、杂草。第三，选用无病虫害的小整薯播种；

种薯催芽前，将烂薯、病薯挑出，并做好浸种消毒。

第四，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增施有机肥，合理施用化

肥，科学选用复合微生物菌肥等新型肥料，持续改善

耕地质量。杜绝施用未腐熟的有机肥料。第五，要保

持适宜的土壤湿度，严防积水或干旱，培育适龄壮

苗，提高抗逆性。

9.4　物理防治

悬挂黄板诱杀蚜虫，覆盖银灰色地膜驱避蚜

虫；安装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地老虎、金针虫、

蝼蛄等害虫。每2-3hm2安装一台，挂于植株上方1m

处。

9.5　生物防治

注意保护和利用瓢虫等害虫的天敌。可选用生

防制剂和昆虫天敌控制病虫害发生，如选用甜菜夜蛾

核多角体病毒防治甜菜夜蛾，丽蚜小蜂防治烟粉虱

等；生物药剂可选用藜芦碱、苦参碱、印楝素等植物

源农药和齐墩螨素、农用链霉素、新植霉素等生物源

农药防治。

9.6　化学防治

1）晚疫病。发生较为普遍且危害较为严重的一

种病害，应以预防为主。播种前，可用72%克露可

湿性粉剂或72%普力克水剂600倍液浸种10-15min；

未发病时，于现蕾期、膨大期，每667m2各喷一次

68.75%银法利25ml+70%安泰生40g，或10%科佳

50ml；发病初期，可立即喷施银法利、福帅得、普力

克等治疗性药剂以控制病害发展，以后每隔7-10天配

合喷施保护性药剂和治疗性药剂，一般3-4次即可。

2）疮痂病。此病害对二季作区秋马铃薯危害较

为严重。可用0.2%福尔马林溶液在播种前浸种2h以

上，或用0.1%对苯二酚溶液于播种前浸种30min后取

出晾干播种。农用链霉素、新植霉素、春雷霉素、氢

氧化铜等药剂对病菌也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3）黑胫病。此病害危害分布广泛，近年来呈逐

渐加重趋势。播种前用0.05%溴硝醇溶液，或0.1%春

雷霉素溶液，或0.2%高锰酸钾溶液浸种可起到一定

的杀灭病菌作用。发病初期，可用100mg/kg农用链

霉素，或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

20%噻菌酮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防治；或用铜制

剂（噻菌铜、松脂酸铜、氢氧化铜等）+春雷霉素+氨

基寡糖素等进行灌根处理，以控制病菌蔓延。染病植

株应及时拔除，再用氯溴异菌脲酸等进行穴处消毒。

4）早疫病。马铃薯主要病害之一，以预防为

主。可在发病前，用70%代森锰锌600倍液，或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

剂600倍液，或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连

续喷施2-3次进行预防；发病初期，可用50%咯菌腈

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或80%大生M-45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或25%嘧菌酯悬浮剂1 500倍液，或1：1：

200 倍波尔多液进行防治，间隔7-10天，交替喷施

2-3次。

5）蚜虫。可用0.3%苦参素杀虫剂1000倍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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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烟碱楝素乳油1000倍，或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可湿性粉剂2000倍交替喷雾，提早防治。

6）白粉虱。应在发生初期及时用药。可用10%

扑虱灵乳油1000倍液，或240g/L螺虫乙酯悬浮剂 

4000-5000倍液，或3%天达啶虫脒乳油液1000-1500

倍，或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间隔5-7天

于早晨露水未干时喷雾防治。

7）茶黄螨。二季作区秋马铃薯危害较重。可选

用5%噻螨酮乳油2000倍液，或10%虫螨腈乳油3000

倍液，或5%唑螨酯悬浮剂3000倍液，或1%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3000倍液，或20%甲氰菊酯乳油

1500倍液，间隔10-14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3次。重

点是植株上部，尤其是嫩叶背面和嫩茎。

8）金针虫、蛴螬、地老虎、蝼蛄等地下害虫，

一般在播种时，结合施基肥，每667m2用48%乐斯本

乳油150ml拌细沙或接入肥料中施入沟内，或用50%

辛硫磷乳油50-100ml兑水喷撒播种沟，可起到较好的

防治效果。马铃薯生长期间也可用灌根的方法进行防

治，但效果较差。

9.7　合理施药

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适期科学用药，并严格

掌握安全间隔期，每种药剂连续施用一般不超3次；

多种病虫害混合发生时，宜混合用药。

10　适时收获

秋马铃薯收获时间由枯霜来临的早晚决定。一

般11月上中旬，待马铃薯地上部茎叶全部死亡后再收

获。采用秋延迟栽培的，可根据植株长势、市场行情

等，推迟至12月中下旬收获。收获时要轻拿轻放，防

止物理损伤影响商品性。

生产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要

求，建立完备的生产技术档案，详细记录生产资料使

用情况、生产管理、收获及产品检测等信息，实现生

产过程全记录、质量安全可追溯。绿色食品相关生产

档案要保存3年以上，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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