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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人们对农产品
品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但实际生产中农户
为获得马铃薯高产而过量和不合理施肥的现
象非常普遍， 不但造成薯块品质下降， 还对
生态环境产生潜在的威胁。 而加工型马铃薯
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更高， 如还原糖含量低，
耐贮性要好。 同一品种薯块的品质与栽培技
术， 特别是水肥管理息息相关［1�-�6�］， 因此研
究提出加工型马铃薯科学合理的水肥高效管
理技术规程， 对于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沿黄灌区加工型马铃薯干
播湿出滴灌水肥一体化高效栽培技术的术

语、 定义、 产量指标、 水肥运筹技术和其他
田间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海拔 2�000�m 以下沿黄灌
区及相似生态类型区加工型马铃薯标准化栽
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
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18133-2012�马铃薯种薯
NY/T391-2013�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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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62/T�799-2002�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
术规范

BD62/T�2338-2013�马铃薯机械化收获作
业技术规范

NY�5221�无公害食品 薯芋类蔬菜标准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干播湿出

指在前茬作物收获后， 进行深翻耕地整
平， 不进行冬灌的条件下， 春季作物播种后用
滴灌或其他灌溉方式灌水， 灌水量可保证作
物出苗， 是集农艺节水、 工程节水于一体的节
水栽培新技术， 可显著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3.2 滴灌

滴灌是利用专门设备或自然水头加压，
再通过管道系统末级毛管上的孔口或灌水器，
将有压水流变成细小水滴， 直接输送到作物
根区附近， 均匀、 适量地供给作物根部附近
土壤的灌水方法。 是目前干旱缺水区最有效
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 水的利用率可达 95%。
3.3 水肥一体化

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
借助压力滴灌系统， 将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
体肥料配兑成液态， 与灌溉水一起按比例定
时、 定量、 均匀、 准确直接输送到作物根系
附近的土壤。
4���产量及节水、 节肥指标
4.1 产量

鲜薯产量 45�000～67�500�kg/hm2。
4.2 节水、 节肥指标

加工型马铃薯干播湿出滴灌水肥一体化
高效栽培技术较垄膜沟灌、 大水漫灌节水
30%～50%， 节肥 20%～35%。
5���产地环境条件
5.1 土壤肥力

马铃薯是块茎作物， 对于土壤质地以及
土壤通透性具有较高的要求， 以壤土和砂壤
为佳。 由于是水肥一体化调控， 对土壤养分
没有特殊要求， 一般 0～20�cm 耕层有机质
含量大于 10�g/kg， 速效氮（N）≥30.0�mg/kg、
有效磷（P）≥15�mg/kg、 速效钾（K）≥120�

mg/kg。 要求选择地力均匀、 排灌方便。
5.2 地块选择

集中连片， 灌溉单元可根据实际情况而
定， 一般以 6～10�hm2 为宜。
5.3 气象条件
5.3.1���光照 马铃薯是喜凉长日照作物， 全
生育期需要光照 1�000～1�500�h。
5.3.2���温度 生育期需要≥5�℃积温 1�700～
2�000�℃。
5.4 灌溉水条件

符合 GB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6���滴灌系统组成及设备安装
6.1 系统组成

滴灌系统一般由水源、 首部、 地下主支
管道、 地上主支管和滴灌管（带）组成。 滴灌
设备的规格和型号根据生产实际进行选择。
6.1.1���水源 首先要测试水源的水质， 灌溉
水水质必须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要求。
6.1.2���首部 根据水源的供水能力和将要灌
溉的耕地面积来确定首部大小和组成。 根据
水质确定过滤系统的构成， 水质差的应增加
过滤级次或建蓄水池和沉沙池， 沉淀泥沙后
方可灌溉。
6.1.3���地下管道 根据水源供水能力和首部
控制面积， 确定主管道、 支管道的直径和承
压能力； 根据冻土层深度和地下管道长度，
确定地下管道埋深和排水井布设数量。
6.1.4���地上管道 地上管道布设应充分考虑
种植行向、 种植密度、 轮作倒茬、 农机作业
等， 在保证灌溉均匀度的前提下， 应尽量少
布设地上管道。 应根据支管道出水口控制面
积， 以及控制范围的地形、 地貌、 坡度、 坡
向， 1�hm2 左右安装 1个减压阀。
6.1.5���滴灌管（带） 滴灌带根据土壤质地、
种植作物、 播种密度、 种植行距、 轮作倒茬
等要求， 选择适宜的规格。 根据地上支管连
接处出水口压力、 滴灌管（带）质量、 滴灌管
（带） 性能指标， 以及滴水垄向的地形、 地
貌、 坡度、 坡向确定滴灌管（带）铺设长度。
6.2 滴灌设备安装

新建滴灌田一般应在上年秋季土壤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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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将地下主管道铺设好， 下年春播时安装水
泵、 过滤系统、 施肥系统， 包括过滤器、 水
表、 空气阀、 安全阀、 球阀、 施肥罐、 电控
开关等首部设备， 播种后铺设地上主、 支管
和滴灌管（带）。
7���农艺技术
7.1 种子质量

符合 GB�18133-2012�质量要求的一级种
（G3）以上级别种薯标准。
7.2 品种选择

一般选择还原糖含量低、 淀粉含量高的
马铃薯品种大西洋、 夏波蒂、 布尔斑克等。
7.3 薯块选择

种薯具有该品种特征， 薯块大小均匀，
无病虫， 伤口愈合， 无冻伤。
7.4 选地整地

马铃薯不耐连作， 推荐与玉米、 小麦、
大麦、 豆类等轮作， 切忌前茬为茄科作物或
已喷施长效非马铃薯专用除草剂的地块， 特
别是当年种植马铃薯的地块。 马铃薯块茎膨
大需要疏松肥沃的土壤， 最好选择排灌方
便、 耕层深厚、 疏松的砂壤土。 地块应进行
秋深翻或早春翻， 耕翻深度 30�cm 左右， 做
到精细整地， 使土壤疏松， 透气性好， 为马
铃薯的根系充分发育和薯块膨大创造良好条
件。
7.5 施肥

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马铃薯的需肥特
性， 做到氮、 磷、 钾及中微量元素平衡供
给， 适宜而不过量， 高产优质， 生态友好。
通常每生产 1�000�kg 马铃薯， 需 N�4.4～5.5�
kg、 P2O5�1.8～2.2�kg、 K2O�7.9～10.2�kg， 三
者比例为 1∶0.4∶2。
7.5.1���基肥 施商品有机肥 7�500～15�000�
kg/hm2（有机质含量在30%以上）做底肥， 有
机肥在播种前结合整地施入。
7.5.1���追肥 化学肥料全部追施， 施用尿素、
水溶磷、 硫酸钾， 全水溶的钙镁肥、 微量元
素肥料等。 在马铃薯营养生长期、 营养生殖
共生期、 生殖生长期结合滴水施入， 共滴肥
11 次， 其中营养生长期（出苗-现蕾期）滴施

2 次 ， 施 N� 60 ～70� kg/hm2、 P2O5� 10 ～15�
kg/hm2、 K2O�20～25�kg/hm2； 营养生殖共生
期（初花-终花期）滴施 7 次， 施 N�135～155�
kg/hm2、 P2O5� 55 ～65� kg/hm2、 K2O� 60 ～70�
kg/hm2； 生殖生长期（终花-成熟期）滴施 2
次， 施 N�15～25�kg/hm2、 P2O5�15～20�kg/hm2、
K2O�28～33�kg/hm2。 终花前以氮、 磷为主，
钾及微量元素为辅， 终花后以钾、 钙、 镁和
微量元素为主。
7.6 播种铺带
7.6.1���种薯处理 在播种前 15～20�d， 将种
薯堆放在 18�℃左右的暖棚内， 堆高 30～50�
cm， 每隔 3～5�d翻动 1次， 待芽长达到 1～
2�mm 时立即见光通风， 等待播种。
7.6.2���播种期 4 月中下旬， 地温稳定在 12�
℃以上时开始播种。
7.6.3���播种方式 一般采用播种起垄一体
机， 播种、 起垄一次性完成。 先播种后起
垄， 马铃薯垄高 30�cm， 垄面宽 40�cm， 垄
内单行种植 ， 株距 15� cm 左右 ， 保苗
75�000～78�000穴 /hm2。 每隔 2～3�m 在滴灌
带上压一土带以防被风掀起。
7.6.4����沟施药剂 随播种在沟内喷施适宜的
杀菌剂及杀虫剂， 切勿将药剂直接喷洒在种
薯表皮。
7.6.5����铺设滴灌带 在垄面中间铺设滴灌
带， 每垄 1 带。 铺设滴灌带时， 将整卷滴灌
带固定在拖拉机尾部的支架上， 从种植行一
头拉向种植行另一头， 其间人工随拖拉机用
土将滴灌带固定于垄面。 滴灌带的首端连接
在地面支管上， 末端折弯扎死， 完成滴灌带
铺设。
7.7 田间管理
7.7.1���滴水 播后及时滴出苗水。 播种起垄
铺设好滴灌带后， 打开首部控制系统， 根据
土壤墒情滴灌出苗水， 滴灌定额 225～300�
m3/hm2。 待幼苗顶土时再按 30～45�m3/hm2 滴
水， 保持表土湿润利于出苗。

马铃薯出苗后对水分的需求因生育阶段
不同而异。 出苗前耕层土壤湿度维持在田间
持水量的 50%左右即可。 幼苗期管理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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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根系发育、 培育矮壮苗， 土壤湿度维持
在田间持水量的 60%左右即可。 发棵至现蕾
期是茎叶快速生长、 干物质急剧累积的时期，
水分需求量较大， 土壤湿度需保持在田间持
水量的 65%～75%。 初花至终花期是马铃薯
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对干旱极其敏感， 土
壤湿度需持续保持在 70%～80%， 切忌忽干
忽湿。 终花至成熟期土壤湿度维持在 50%～
60%， 有助于薯块表皮栓化， 利于储藏运输。
全生育期滴水 15～20 次， 灌溉定额一般
3�150～4�050�m3/hm2。 现蕾前每 10～12�d 滴
水 1 次， 共滴水 2～4 次， 总滴水 600～750�
m3/hm2； 现蕾至开花初期每 4～6�d滴水 1次，
盛花至终花期每 4～5�d 滴水 1 次， 共滴水
8～10 次， 总滴水量 1�800～2�400�m3/hm2；
终花后每 8～10�d 滴水 1 次， 共滴水 5～6
次， 总滴水量 750～900�m3/hm2。 单次滴水
定额 150�m3/hm2。 如遇降水可适当调整滴水
间隔时间和滴水量。
7.7.2���中耕除草培土 全生育期结合培土除
草 3～4 次。 马铃薯现蕾后结合除草培土 1
次， 盛花期第 2 次培土， 块茎急速膨大期第
3次培土， 3次培土厚 15～20�cm。
7.8 病虫草害防治

按“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原则， 坚持
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为主， 科学使用化学防
治技术。
7.8.1����农业防治 选用抗病性强的品种， 选
用无病虫种薯， 实行轮作制度， 测土平衡施
肥， 及时清除病苗、 病叶。
7.8.2����生物防治 采用施用细菌、 病毒制剂
及农用抗生素、 性诱剂等生物方法防治。
7.8.3����化学防治 蛴螬、 金针虫可用 40.7%
乐斯本乳油 3�750�mL/hm2， 或 50%辛硫磷乳
油 7�500�mL/hm2 兑水 30�kg， 加细沙土 750�kg
拌匀， 播种时撒入土壤或撒在地表后立即翻
耕耙耱防治。

黑胫病、 环腐病在开花前后用 86.2%铜
大师可湿性粉剂 5�000 倍液喷雾防治。 生育
后期阴雨天多、 田间湿度大时应及时防治软
腐病， 可用 47%加瑞农可湿性粉剂 600～

7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7�d 喷 1 次， 连喷
2～3次。

马铃薯旱疫病可在马铃薯开花期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500�g/hm2， 或 50%多菌
灵 1�500�g/hm2 兑水 750�kg 喷雾防治， 每隔
7～10�d喷 1次， 连喷 3～5次。

马铃薯晚疫病可在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尚未发生时或发病初期， 可用 64%杀毒矾可
湿性粉剂 1�500�g/hm2， 或 72%杜邦克露可湿
性粉剂 1�950�g/hm2， 或 80%必得利可湿性粉
剂 1�500�g/hm2， 或 70%安泰生可湿性粉剂
1�800�g/hm2＋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 2�250�
g/hm2， 或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1�500�
g/hm2 兑水 750�kg 喷雾防治， 每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3～5 次。 若遇多雨多露天气，
间隔时间缩短至 5～7�d， 加喷 2～3次。

蚜虫是病毒病的传毒媒介， 在蚜虫发生
初期， 可用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1�000～
2�000 倍液， 或 10%吡虫啉乳油 1�000 倍液，
或 3%啶虫脒乳油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也
可用 5%菌毒清水剂 1�500�mL/hm2， 或 1.5%
植病灵乳油 750�mL/hm2， 或 15%病毒必克可
湿性粉剂 1�500�g/hm2 兑水 750�kg 喷雾防治，
每隔 10�d喷 1次， 连喷 2～3次。

立枯丝、 核菌病可用 50%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喷洒种薯， 堆闷 2�h， 摊开晾
干后播种防治。
8���适时收获

当 80%的叶片变黄、 土壤湿度为 50%～
60%时收获， 收获时防止机械损伤。 收获后
对薯块按大小分级， 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5～7�d， 使薯块表皮干爽， 便于贮藏、 运输
和销售， 减少烂薯。 滴灌带收起后摆放整
齐， 以备来年再用或回收。
9���产品质量

符合 NY5221-2005�无公害食品 薯芋类
蔬菜 农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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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用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简称
油葵， 属于菊科向日葵属。 是世界四大油料
作物之一， 是重要的植物油脂来源［1�］。 1956
年我国将油葵作为油料作物开始种植， 之后
种植面积日益扩大。 据统计， 2016 年我国
向日葵种植面积 115.3 万 hm2， 主要分布在
东北、 华北及西北的半干旱地区［2�］。 油葵是
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较高的新型油料作物，
具有较好的抗旱、 抗盐碱、 耐瘠薄等优良特
性， 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重要油料作物和节
水作物［3�］。 近几年油葵的大面积种植缓解了
我国日益紧张的食用油问题， 同时也带动了
加工业等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4�］。 另外，
油葵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能够很好地适应盐
碱胁迫而自然生长具有抗盐碱先锋作物之美
称， 因此， 加强油葵优良新品种选育对提高

盐碱地经济效益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5�］。
1���品种来源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于 2010
年初依据作物遗传稳定性， 对油用向日葵杂
交种法 A15 进行自交， 以其分离后代不育
株为母本、 自交分离后代可育株株为父本进
行测交， 父本自交， 直至不育系的农艺性状
稳定， 不育株率达 100%， 即育成了遗传稳
定的不育系 F08-2A 及相应的保持系。 对油
葵杂交种陇葵杂 3号进行自交分离， 测交筛
选， 选出恢复率较高的材料为父本并进行连续
自交和复测， 直至恢复株率达 100%， 表现遗
传性状稳定， 繁殖系数高， 亲和力及配合力
高， 分支性好， 花粉量大等优良特性的
F15-1R-2-8 为恢复系， 再与不育系 F08-2A
进行杂交组配， 经过特殊配合力及杂种优势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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