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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油用向日葵抗病优良品种有龙葵杂 4 号、 龙
葵杂 7 号等。 向日葵属中有很大一部分野生种的
种质资源， 野生种具有很广泛的适应性以及多种
多样的遗传生理特性， 尤其是在抗病虫害方面更
是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选择抗病性优良的品种进
行种植， 能够大大提高向日葵的抗病性。 从而能
够更加有效的提高向日葵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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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拥有种植马铃薯所需的丰富的土壤资
源、 水资源， 且气候适宜， 是马铃薯的传统产区。
马铃薯播种面积逐年扩大， 目前已达到 4�666.7�
hm2， 成为玉田县第三大主粮作物。 传统方式种植
马铃薯主要通过“大水大肥”达到高产目的， 灌溉
和肥料量大、 追肥次数多， 在造成水肥浪费的同
时， 也利于土传病害的传播和蔓延。

“水肥一体化” 技术， 也称滴灌施肥， 是将灌
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 该项技术主要
是借助压力系统与安装在毛管上的灌水器， 根据

作物的需水需肥规律和土壤水分、 养分状况， 将
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兑而成的肥液与灌
溉水一起， 一滴一滴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
区土壤中的灌水方法。 把地膜覆盖和滴灌两项技
术结合在一起的膜下滴灌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增产
和节水技术。 在马铃薯生产上推广水肥一体化技
术， 将推动玉田县马铃薯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可持
续发展， 加速马铃薯全程机械化和轻简化栽培，
为今后发展优质马铃薯产业奠定基础， 更可促进
农民节支增收［1�-�2�］。

摘要： 对玉田县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优势进行了阐述， 并对其技术要点及应用效益进行了总
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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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
景艳杰

（河北省玉田县农牧局， 河北 玉田 0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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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优势
1.1 有效降低烂种、 烂薯率

玉田县传统方式种植马铃薯采用沟灌或大水
漫灌的方式， 频繁灌水， 造成土壤湿度太大， 导
致烂种、 成薯期烂薯。 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
改变了传统种植方式， 利用滴灌管道将水肥缓慢
地滴入土壤， 使马铃薯根部具有良好的土壤湿度
及通透性， 从而有效降低烂种、 烂薯率。
1.2 提高水分利用率

传统方式种植马铃薯采用沟灌或漫灌的灌水
方式， 灌溉过程中部分水分蒸发， 马铃薯吸足水
分后， 由于水量过大， 土壤水分超过了田间持水
量， 造成深层渗漏、 地表流失， 水资源严重浪费。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能保持土壤水分处于马铃薯
生长的最适宜状态， 降低了灌水量， 提高了水分
有效利用率［3�］。
1.3 均衡施肥

传统的人工撒施基肥或追肥不按马铃薯的需
肥规律施肥， 特别是在马铃薯块茎膨大期， 由于
茎叶大量生长和块茎的迅速形成和膨大而全田封
行， 所以追肥通常安排在封行以前进行。 而水肥
一体化技术可以通过人为控制， 按照马铃薯的需
肥规律适时适量施肥， 采用“前期少、 中期多、 后
期持续” 的科学肥料分配， 做到节肥、 均衡施肥，
水和肥料得到充分利用， 可大幅减少肥料对土壤
和水体的污染， 进而保护环境［4�］。
1.4 节省人工， 便于规模化管理

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应用膜下滴灌管道
灌溉和施肥， 管道提前机械铺设完成， 需要进行
水肥灌溉时， 只需 1 个人将肥料倒入施肥罐， 打
开上水阀门， 调整好水流速， 启动施肥泵， 系统
会吸水与吸肥同时进行， 1�d 可以轻松完成 3.3�hm2

左右的灌溉和施肥工作， 节约了投入成本， 利于
马铃薯生长， 适合农场、 专业合作社进行规模化
水肥管理。
1.5 减轻病虫草害

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提高马铃薯对水肥的利用
率， 植株生长健壮、 长势均匀， 抗病力强， 植株生
长温湿度适宜， 降低了病虫害传播几率， 行间杂草
少， 减少了杀虫剂、 杀菌剂和除草剂的使用。
2���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要点
2.1 地块选择

马铃薯不宜在黏性和酸碱度大的土壤栽培，
应选择地势平坦、 排灌方便、 表土深厚、 土质疏
松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中生产， 一般以砂壤土或壤

土较为适宜。 前茬以禾谷类作物及豆类、 棉花等
非茄科作物为宜， 以减轻病虫害发生。
2.2 选择优良薯种

玉田县近年普遍种植的薯种为 806、 荷兰 15，
具备高产、 口感好、 长势健壮、 抗病性强等特点。
选择光泽好、 新鲜、 无腐烂、 无病害的幼嫩薯块
作种薯， 用种量 1�950�kg/hm2， 以保证马铃薯的正
常生长。
2.3 建立灌溉系统

建立田间灌溉系统， 需根据土壤质地、 水源、
电力配套设施、 灌水器类型及种植规模等确定合
理的管道系统， 并根据土层深度、 滴头间距、 管
道铺设长度等建立灌溉系统。 主管与马铃薯种植
行垂直， 每100�m（两端不能大于50�m）设置 1 个闸
阀， 滴灌带（16�mm口径）沿作物种植平行方向布
置， 每条滴灌带与主管接口处安 1 个三通接头，
每条滴管带最长不能超过 100�m。 将滴灌带铺设在
两行马铃薯之间的土面上。 通常为薄壁滴灌带，
滴头之间的距离为 20� cm 左右 ， 滴流速度为
1.38~3.00�L/h。 通常首部可设置为固定式或移动
式， 固定式可在田头建一泵房， 将首部安装在泵
房里； 实际操作中为节省投入和空间， 可将柴油
机水泵和过滤器组装在一起成移动式。 遵循少量
多次的灌溉原则， 每次灌溉的时间应根据马铃薯
生长阶段而有所不同， 大约为 2.5�h， 灌溉面积为
0.4~0.6�hm2。 完成灌溉设备系统安装后， 要先进行
管道水压试验， 待系统运行稳定， 无爆管、 水压不
均匀及漏水等问题方可正式运行。 在设施系统运行
过程中， 要确保水管稳定在一定的水压范围内。
2.4 水肥管理

在进行马铃薯的水肥管理时， 将肥料（固体或
液体） 倒入施肥罐或肥料池， 启动施肥泵， 肥料在
灌溉时由水泵吸入滴灌系统， 水、 肥会随着灌溉系
统运输到马铃薯根部。 滴灌时要经常观察滴管， 以
避免发生堵塞。 一般情况下， 采用的肥料包括磷酸
二胺、 尿素、 硫酸钾等， 通常选择水溶性粉状复合
肥或液体肥料， 便于水肥浇灌。 每种肥料最好单独
施用。 收获前， 将田间滴灌管和输水管收好以备来
年使用。 适合于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肥料应具备肥料
中养分浓度高、 纯度高、 易溶于水等优点。
2.5 栽培管理细则

一般土壤 10�cm 地温达到 8�℃左右时即可进行
播种， 玉田县适宜播种期一般在 3月上旬。 采用水
肥一体化技术， 大垄双行种植， 播种深度为 10�cm
左右， 垄距 105�cm， 垄高 20�cm， 株距 31�cm，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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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又名靛青根、 蓝靛根、 大青根， 干燥
根（板蓝根）和叶（大青叶）均可入药。 是常用大宗
中药材之一［1�-�5�］。 板蓝根为二年生草本植物， 当
年播种的板蓝根只能形成叶簇， 呈蓬座状越冬，
不开花结果。 需经过田间越冬后， 第 2 年 3 月中、
下旬开始抽薹、 现蕾， 4 月中、 下旬开花， 6 中、
下旬月果实相继成熟， 全生育期约 9�— 11 个月。

板蓝根耐寒喜温怕涝， 对气候适应性较广， 生产
基地选择范围较宽， 宕昌县大部分地区均可生
长， 在中部岷江流域和东部良恭河流域可广泛种
植。
1���品种选择

板蓝根种质资源较为丰富， 我国北板蓝根产
区所用的原植物均为菘蓝， 由于长期栽培形成很

摘要： 从品种选择， 选地、 整地、 做畦， 适时播种， 田间管理， 病、 虫、 草害防治， 留种及采种等方
面介绍了宕昌板蓝根种子繁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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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县板蓝根种子繁育技术要点
杨仁录 1， 申俊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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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950�kg/hm2， 种植密度 5.55万 ~6.00万株。

马铃薯整个生育期需滴水 5~6 次。 播种完毕
需滴水 1 次。 在现蕾期滴第 2 次水， 随水滴施尿
素 75�kg/hm2； 开花期滴第 3 次水， 随水滴施尿素
150�kg/hm2、 冲施钾肥 45�kg/hm2； 块茎形成期滴第
4 次水， 随水滴施尿素 225�kg/hm2、 冲施钾肥 45�
kg/hm2； 块茎膨大期滴第 5 次水， 随水滴施尿素
120�kg/hm2。 在淀粉积累期滴第 6 次水。 追施化肥
时， 要先滴清水 15~30�min， 待压力稳定后再施
肥， 追肥结束后再滴清水冲洗管道， 冲洗时间与
灌溉区的大小有关， 一般为 15~30�min， 这是防止
藻类及残留的肥液堵塞滴头系统的重要措施。 马
铃薯滴水次数， 需结合近期天气预报和植株长势
情况来决定， 一般使土层深度 30�cm 保持湿润即
可， 应根据土壤墒情及时调整。
3���效益分析

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滴灌管及配套设施需投入
4�500 元 /hm2， 使用寿命为 3�a。 根据实际情况看，
基于此项技术可实现马铃薯产值增长 20%左右、 肥
料用量降低 25%左右、 农药使用量减少 30%左右、

电量节约 60%左右、 水资源节省 60%左右、 人工成
本节省 4�500 元 /hm2。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马铃
薯示范田， 平均产量达到 61.5�t/hm2， 较传统种植模
式增产 15.0�t/hm2 以上， 按售价 1.8元 /kg 计算， 平
均产值可达 10.80 万元 /hm2， 扣除种植成本， 实现
收益 7.05 万元 /hm2， 比普通种植模式下平均增收
1.50万元 /hm2 以上， 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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