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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④居第 3，为 2 865.6 kg/hm2，较 CK 增产
434.3 kg/hm2，增产率 17.9%；处理③为 2737.5
kg/hm2，较 CK增产 12.6%。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
的结果表明，区组间差异不显著（F=0.030＜F0.05=
3.33），处理间显著差异（F=97.68＞F0.05=3.33）。进
一步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处理②、处理①之间差
异不显著，均与处理④、处理③、处理⑤差异极显
著。处理④与处理③、处理⑤差异极显著。处理③
与处理⑤差异极显著。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旱地大豆不同覆膜栽培方式

均较露地播种显著增产，以全膜微垄沟播栽培大
豆折合产量最高，为 3 096.9 kg/hm2，较露地播种
增产 665.6 kg/hm2，增产率 27.4%；全膜双垄沟播
大豆折合产量为 3 028.1 kg/hm2，较露地播种增产
596.8 kg/hm2，增产率 24.5%。上述 2 种栽培方式
可在崆峒区旱地大豆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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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32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 CK增产
（kg/hm2）

增产率
（%）

① 9.69 3 028.1 a A 596.8 24.5
② 9.91 3 096.9 a A 665.6 27.4
③ 8.76 2 737.5 c C 306.2 12.6
④ 9.17 2 865.6 b B 434.3 17.9

⑤（CK） 7.78 2 431.3 d D

表 5 起垄覆膜方式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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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多年试验示范和生产实践，从选用良种、选地整地、施足基肥、土壤处理、起垄覆膜、种薯处
理、合理播种，田间管理、适期收获、安全贮藏等方面总结出了临夏州干旱山区马铃薯全膜覆盖垄上播种栽培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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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全膜覆盖垄上播种栽培技术即在起垄

后，用地膜进行全地面覆盖，然后在垄上播种马

铃薯的种植技术，该技术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下称

临夏州）农业技术推广站科技人员结合前人对马铃

薯全膜覆盖栽培的研究［ 1 - 9］，通过多年试验示范和

生产实践，总结出的一项新型的农业先进技术，

具有抗旱、保墒、增温、增效的特点，近年在临

夏州干旱山区马铃薯种植中得到大力推广，使临

夏州旱作区马铃薯产量逐年稳定提高。目前，临

夏州全膜覆盖垄上播种马铃薯面积达 6 667 hm2，

鲜薯平均产量达 37 500 kg/hm2，比露地种植增产

7 500 kg/hm2，增产率为 25%左右，对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将临夏州干旱山

区马铃薯全膜覆盖垄上播种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 选用良种

选用优良高淀粉型品种陇薯 3号、陇薯 6号、

青薯 1号、青薯 2号、渭薯 1号等的脱毒种薯。

2 选地整地

选择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力中等、保水

保肥能力强的梯田，前茬作物为玉米、小麦和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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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忌连作。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耕灭茬，

耕深达到 25～30 cm，耕后及时耙耱。起垄覆膜前

浅耕，平整地表，耕深达到 18～20 cm，做到“上

虚下实无根茬、地面平整无坷垃”，为起垄覆膜和

播种创造条件。

3 施足基肥

一般结合浅耕在地表均匀撒施优质腐熟农家

肥 45 000～60 000 kg/hm2。起垄覆膜前在垄中间开

沟撒施尿素 375～45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750～1 050 kg/hm2、硫酸钾 90～120 kg/hm2，N、

P、K适宜配比为 2∶1∶0.5。

4 土壤消毒

地下害虫为害严重的地块，整地时用 40%辛

硫磷乳油 7.5 kg/hm2加细沙土 450 kg拌成毒土地表

撒施，或用 40%辛硫磷乳油 7.5 kg/hm2对水 750 kg

地表喷施。杂草发生严重的地块，整地后可在起

垄覆膜前用 90%乙草胺乳油 1 500 mL/hm2 对水

1 500 kg，或 48%氟乐灵乳油 500倍液地表逐垄喷

施后立即覆膜。

5 起垄覆膜

川台地按作物种植走向开沟起垄，缓坡地沿

等高线开沟起垄，垄幅宽 110 cm，垄宽 80 cm，垄

高 15 cm，垄沟宽 30 cm。垄和垄沟宽窄均匀，垄

脊高低一致。如采用秋季覆膜，应在前茬作物收

获后及时深耕耙地，在 10月下旬至土壤封冻前起

垄覆膜，以最大限度地保蓄土壤水分。如采用顶

凌覆膜，则在早春（3月上中旬）土壤昼消夜冻时及

早整地，起垄覆膜。

用厚度 0.01 mm、宽 120 cm的地膜覆盖，覆

膜时把地膜拉展铺平，紧贴于地面，两膜在垄沟

中间相接，用土压严压实，每隔 2～3 m 压土腰

带。田间覆膜完成后，切实抓好防护管理工作，

严禁牲畜入地践踏、防止大风造成揭膜。要经常

沿垄逐行检查，一旦发现地膜破损，及时用细土

盖严。

6 种薯处理

有条件时采用幼龄小整薯（＜50 g）播种，切块

播种时，块重以 25～30 g为宜，每个切块 1～2个

芽眼，切块时要用 40%甲醛溶液或 75%酒精对切

薯工具进行消毒，如发现病烂薯要当即剔除，切

好的薯块用草木灰拌种，堆放至伤口愈合后播种。

7 合理播种

当 10 cm地温达到 8～10℃时抓紧时间早播，

当地一般在 4月上中旬，即在“清明”至“谷雨”期

间播种。在垄面上按行距 55 cm、株距 30～35 cm

破膜穴播 2行，播深为 5 cm，播种后用土封住播

种口。播种适宜密度为 60 000～67 500株 /hm2。

8 田间管理

马铃薯苗期是地下茎、地上茎及叶片生长的

关键时期，因此管理的重点是促进营养生长、培

育壮苗，达到苗早、苗齐、苗壮的要求。全膜覆

盖垄上播种马铃薯在春旱时期遇雨，覆土易形成

板结，导致幼苗难以出土，所以在播后出苗时要

及时破土引苗。苗期要及时到田间查苗，发现缺

苗断垄要及时补种，保证全苗。

在马铃薯显蕾期进行追肥，用 3～5 g/kg磷酸

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或灌根。可采用化控技术喷

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喷施宝、叶面宝、云大 120、多

效唑等调节植物生长。如发现马铃薯早疫病、晚

疫病要用 80%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及时田间喷雾防

治，间隔 7 d喷 1次，连喷 2～3次。在 7月份如

遇持续高温天气，要揭膜或破膜，以防高温影响

马铃薯结薯及生长。

9 适期收获

当马铃薯植株大部分茎叶由绿变黄，出现枯

萎，茎块停止生长，易于植株脱离时即可收获。

收获时选择晴天，土壤干、散时进行，挖掘薯块

时尽量不要伤皮。

10 安全贮藏

马铃薯按种薯和商品薯分窖贮藏，窖温保持

1～3℃，湿度保持 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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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引进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培育的马铃薯良种青薯 9号，通过连续 3 a的观察
表明，青薯 9号薯型大小均匀，表皮光滑，色泽鲜艳，品质好，块茎鲜食味好，淀粉含量高，适合加工全粉。
大田表现丰产稳产、抗寒抗旱，抗晚疫病、病毒病，薯块大而整齐，商品性好，适应性广，综合农艺性状优

良。未发现晚疫病、病毒病病株。该品种在当地市场销售高于其它品种 0.1元/kg，适宜在临洮县干旱半干旱山
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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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县地处甘肃中部，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

业大县，全县共有耕地 7.2 万 hm2，除洮河沿岸

1.2万 hm2 川、坪地为水浇地外，其余均为旱地，

旱地面积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83.3%［ 1 - 3］。旱地种

植作物以马铃薯为主，马铃薯位居临洮县四大支

柱产业之首，常年播种面积在 3.67 万 hm2 左右，

种植品种以陇薯系列为主，庄薯、青薯等其它品

种为辅；其主产区位于临洮县城东北部干旱半干

旱山区乡镇，包括峡口、站滩、连湾、漫洼 4个

完整乡镇和八里铺、新添、辛店、太石、上营、

龙门、窑店 7个乡镇的部分村社，种植面积 3.33

万 hm2 左右，占马铃薯播种总面积的 90.9%［ 4 - 5］。

2014 年全县马铃薯单产 28 342.5 kg/hm2，总产

103.8万 t。近几年来，随着马铃薯多用途的开发

和利用，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种植面积逐年扩

大，单产、总产逐年提高，种植马铃薯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举措。为了充分发挥

马铃薯产业的支撑作用，增加农民收益，峡口镇

农业技术推广站从品种选择入手，在镇马铃薯购

销协会的帮助下，2012年引进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生物技术研究所培育的青薯 9号（2006年通过青海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审定编号：

200600），在当地干旱半干旱山区进行试种示范，

2012—2014连续 3 a大田均表现丰产稳产、抗逆

性强、适应性广等特性，现成为适合临洮县干旱

半干旱山区乡镇推广种植的马铃薯品种之一。

1 引种概况

试验设在峡口镇，位于临洮县城东北部 37

km处，土壤类型以黄绵土为主。辖区内地势东高

西低，海拔 1 960～2 561 m，年均气温 3.8～6.7

℃，年降水量 355.6～468.0 mm，为典型的旱作农

业种植区。2012年引进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培育的马铃薯良种青薯 9 号，连续 3 a

在当地干旱半干旱山区进行试种示范。

2 引种表现

2.1 主要特征特性

青薯 9号株型直立，分支多，株高 75～90 cm。

茎紫绿色，横断面为三棱形。叶较大，深绿色，茸

毛多，叶缘平展。聚伞花序，花冠浅红色，天然结

实弱。薯块长椭圆形，表皮玫红色，芽眼浅，薯肉

黄色。幼苗生长一般，中后期生长势强，植株繁茂，

单株结薯 4～8个，结薯集中，大小均匀，大中薯率

80%左右。生育期（出苗至成熟）120 d左右，属晚熟

品种。薯块休眠期较长，耐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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