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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精细整地、 合理施肥、 起垄覆膜、 选种及种薯处理、 适期播种、 田间管理及收获等方面介绍了马
铃薯套种蚕豆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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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甘肃省降水量 300～500�cm 地区大
力推广和扶植的主要栽培作物［1�］， 马铃薯全膜垄
作技术是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马铃薯种植上的延
伸［2～3�］， 是旱作农业的核心技术之一， 具有明显的
保墒、 增墒、 增温增光、 改良土壤、 提高产量的
效应［4～5�］。 薯豆间作栽培模式能在田间形成主体分
层交错用光的特点， 以减少漏光损失， 充分利用
土壤水、 热、 肥资源， 实现种植制度上的 1 熟变 2
熟， 获得田间高产， 并可有效缓解当前马铃薯大
面积连作造成的减产和品质下降， 对提高旱地马
铃薯生产水平，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增加农民
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
1���选地整地

马铃薯病害较多， 不宜连作， 应实行轮作倒

茬， 前茬以麦类、 豆类为好。 选择地势平坦、 土
层深厚、 土质疏松、 肥力中上等、 坡度在 15° 以下
的地块， 不宜选择陡坡地、 石砾地等贫瘠地块。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耕灭茬， 耕深 25�cm 以上熟
化土壤， 封冻前耙耱镇压保墒， 做到地面平整，
土壤细、 绵、 无坷垃， 无前茬根茬， 为起垄覆膜
创造良好的条件。
2���土壤处理

地下害虫为害严重的地块， 整地起垄时用
40%辛硫磷乳油 7.5�kg/hm2 加细沙土 450�kg， 拌成
毒土撒施， 或对水 750�kg 喷施于地表， 喷完 1 带
覆盖地膜后再喷 1 带， 以提高药效。 杂草危害严
重的地块， 整地起垄后用 50%乙草胺乳油 1.5�
kg/hm2 对水 750�kg 全地面喷雾， 然后覆盖地膜。

2） 为了延缓抗性的产生， 3 种药剂应合理轮换使
用， 以减少用药次数， 达到防治效果。 同时应在
生产中采用物理和生物综合防治措施， 彻底清除
树干粗皮、 老翘皮， 并集中烧毁； 刷除树上越冬
卵； 挖除距树干 33�cm 以内的表土， 以消灭土中
越冬成螨， 或用新土埋压地下红蜘蛛， 防止出土
上树。 8 月下旬进行树干束草诱集， 于翌年早春解
冻前取下束草烧毁。 并利用红蜘蛛的天敌蓟马、
捕食螨、 草蛉等， 降低红蜘蛛对苹果生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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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施肥
马铃薯是喜肥作物， 结合覆膜前整地一次性

施足底肥， 最好以农家肥为主， 合理配施化肥。
通常施农家肥 15�000～30�000�kg/hm2、 尿素 150�
kg/hm2、 磷酸二铵 225�kg/hm2、 硫酸钾 150�kg/hm2。
避免肥料与种薯接触， 磷肥播前深施或秋施。 马
铃薯需钾较多， 钾肥也可用草木灰代替， 用量以
7�500～15�000�kg/hm2 为宜。
4���起垄覆膜

采用全膜覆盖垄作种植， 垄距 100�cm， 垄宽
60�cm， 垄高 20�cm。 以秋季覆膜（10月下旬至土壤
封冻前）为好， 如做不到秋覆膜则应早春顶凌覆膜
（3月上中旬土壤昼消夜冻时）。 秋覆膜的在冬季注
意保护好地膜， 秸秆富余地区可应用秸秆覆盖护
膜。 可选幅宽 120�cm、 厚 0.008�mm 的黑色农用地
膜全地面覆盖， 膜与膜之间不留空隙， 两幅膜相
接处在垄沟中间， 在下一垄沟取土压膜。 覆膜要
平、 紧， 两边用土压严压实， 同时每隔 3�m 左右
横压土腰带， 以防大风揭膜和拦截沟内降水径流。
覆膜后严禁牲畜入地践踏、 防止大风揭膜。 经常
沿垄沟逐行检查， 一旦发现地膜破损， 及时用土
盖严。
5���选用良种

马铃薯选用适宜在海拔 2�000�m 左右、 年降水
量 300～400�mm 的干旱半干旱区种植的中熟品种
新大坪。 蚕豆选用适宜冷凉阴湿气候条件的品种
临蚕 3 号。
6���马铃薯栽培技术要点
6.1 种薯处理

一般播前 2～3�d 将种薯切成 40�g 左右、 带有
1～2 个芽眼的薯块。 切块时先将切刀浸泡在盛有
75%酒精或 0.1%高锰酸钾消毒液的容器中消毒，
切薯过程中遇到病薯或烂薯及时剔除， 并另换一
把切刀， 防止切种过程中传播病害。 切块后每 100�
kg 种薯用 8�kg 草木灰和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
剂 400�g， 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g 加水 8�
kg 拌种， 拌种后不堆积， 不装袋， 置于闲房地面
24～48�h 后即可播种。 也可用稀土旱地宝 400�g 对
水 40�kg 浸种 20�min， 浸后置于阴凉处晾干后即可
播种。
6.2 适期播种， 合理密植

马铃薯于 4 月下旬在垄两侧打孔播种， 先用

点播器打播种孔， 将土提出， 孔内播下薯块 1～2
粒， 覆盖住孔口， 以此类推。 每垄播 2 行， 呈“品”
字形种植， 播深 13～15�cm， 穴距 35�cm， 播种密
度 52�500～60�000 株 /hm2。
6.3 田间管理

苗期加强管理， 及时放苗， 以防烧苗， 并补
种空穴， 拔除病株［1�］。 现蕾期结合灌水用穴播机
在垄上追施尿素 75～150�kg/hm2， 同时叶面喷施 2�
g/kg 磷酸二氢钾溶液， 间隔 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马铃薯晚疫病可在马铃薯花期、 蚕豆收
获后用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 1�000～1�500 倍
液， 或 58%宝大森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6.4 收获

马铃薯植株大部分茎叶由绿转黄并逐渐枯萎，
80%的地上茎叶枯黄萎蔫时开始收获。 拉运、 贮藏
过程中注意轻倒轻放， 以免碰伤薯块。 收后剔除
病薯、 擦破种皮的伤薯和畸形薯， 置于阴凉通风
处堆放， 使块茎散热、 去湿、 损伤愈合、 表皮增
厚。 收获后及时清除田间废膜， 以防造成土壤污
染。
7���蚕豆栽培技术要点
7.1 适期播种

蚕豆于 3 月上旬在垄沟内呈“品”字形播种 2
行， 株距 30�cm， 播量 60�kg/hm2， 每穴定苗 1 株，
密度 60�000 株 /hm2。
7.2 田间管理

蚕豆分枝能力很强， 但生育后期的分枝多为
无效分枝， 造成田间密闭， 消耗养分， 并影响有
效茎的开花结荚。 在主茎开花至 8～10 层及时打
顶， 促进养分向花果集中， 提高结荚率。 整枝摘
心应在晴天露水干后进行。 蚕豆苗高 8～12�cm 时
第 1 次追肥， 穴施尿素 22.5～37.5�kg/hm2。 始花期
第 2 次追肥， 追施尿素 112.5�kg/hm2， 同时将磷酸
二氢钾 0.75～1.5� kg/hm2、 尿素 7.5� kg/hm2 对水
600～750�kg�叶面喷施。 蚕豆锈病可用 15%粉锈宁
可湿性粉剂 750�g/hm2 对水 750～900�kg 喷雾防治，
施药后 20�d 左右再喷药 1 次。 蚜虫和蚕豆象成虫
可在蚕豆初花期至盛花期用 20%速灭杀丁乳油 300�
mL/hm2 对水 900�kg 喷雾防治， 7�d 后再喷 1 次；
幼虫可在蚕豆终花期用 40%乐果乳油 1�000 倍液喷
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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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环县大豆全膜双垄膜侧栽培和全膜微垄膜侧栽培技术的优点及试验示范效果， 并从2种种植
模式入手， 介绍了整地、 施肥、 起垄覆膜、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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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地处甘肃省东端， 总面积 92.360 万 hm2，
实有农耕地 20.513 万 hm2， 其中旱地占 98%［1�］。
环县年降水量只有 300�mm 左右， 是典型的旱作农
业区， 干旱严重制约环县农业生产［2�］。 大豆在环
县具有传统的栽培优势， 年播种面积 1.7 万 hm2 左
右， 多以露地直播为主， 生产效益低［3�］。 近年
来， 随着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大豆上的应用， 甘
肃省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通过多项试验研究，
探索出了适宜环县的大豆全膜双垄膜侧栽培和大
豆全膜微垄膜侧栽培新技术， 实现了降水资源的
最大化集纳保蓄和高效利用； 种子垄侧播种， 防
止板结和种子霉烂， 提高了出苗率； 机械操作简
便， 农民容易掌握； 有利大豆提高种植密度， 保
证合理群体结构， 实现全膜覆盖效益最大化； 较
好的解决了大豆产量低而不稳的问题。
1���选地整地

选择地势平坦、 土层深厚、 土质疏松、 肥力
中上， 土壤理化性状良好、 保水保肥能力强、 坡
度在 15° 以下的地块。 伏秋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

深耕灭茬， 覆膜前要浅耕， 平整地表， 有条件的
地区可采用旋耕机旋耕， 做到地面平整、 无根茬、
无坷垃， 为覆膜、 播种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
2���施肥

起垄施优质腐熟农家肥 45�000～75�000�kg/�
hm2、 尿素 195�kg/hm2、 硫酸钾 150�kg/hm2、 普通过
磷酸钙 600�kg/hm2。
3���起垄覆膜
3.1 全膜双垄膜侧栽培

起垄覆膜方法同全膜双垄沟播玉米。 整地起
垄后， 用宽 120�cm、 厚 0.01�mm 的地膜全地面覆
盖， 用膜量 75～90�kg/hm2。 膜与膜之间不留空隙，
两幅膜相接处在大垄的中间， 用下一垄沟或大垄
垄面的表土压住地膜， 使地膜与垄面、 垄沟贴紧。
每隔 2～3�m 横压土腰带， 一是防止大风揭膜， 二
是拦截垄沟内的降水径流。 覆膜后要防止人畜践
踏。 要经常检查， 防止大风揭膜。 如有破损， 及
时用细土盖严。 覆膜后如遇雨应在垄沟内及时打
渗水孔， 以便降水入渗［4�］。 每幅种植 3 行（图1）或

7.3 适时收获
一般当叶片凋落， 中下部豆荚已经充分成熟，

荚色变为黑褐色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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