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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我国多个地区被称作“土豆”，我国的多个地区都

有种植。其中山东省具有良好的土地资源，其马铃薯种植工作成

为经济途径之一。种植马铃薯的时候科学的种植技术中化学肥

料管理和应用，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降低化学肥料对土壤的

影响，同时保证种植效果。泗水县的地形主要分为低山区、平原

区、山丘陵区、丘陵区，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四季分明光照

充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具有发展马铃薯种植经济条件。

种植马铃薯的技术在长期发展中，做好基础选种、田间管理工

作、收种管理工作，同时还需要做好基本的化肥管理工作。其中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的应用，符合当前农业化肥施肥管

理要求，对构建高效、生产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环境

有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顾名思义就是结合农作物的

生长需求，控制化肥用料和用量，让作物实现最佳生长效果。

1种植马铃薯的意义

马铃薯作为粮食作物，其其块茎还具有一定的药物价值，中

医诊断中，发现其能有效的治疗胃痛和痈肿临床症状。结合马铃

薯种植和屯放特点，马铃薯收获后，其存放的环境温度和湿度合

适其生长时，其块茎将出现发芽，同时块茎发芽为种植马铃薯的

方法之一。但是食用带有发芽部位的马铃薯，需要将发芽部分带

有毒素去除，此时最佳食用方式为不适用，或者将土豆经高温处

理。马铃薯是全球第三大粮食作物，在很多国家会将其制作成为

马铃薯泥，作为主食食用。马铃薯在我国通常是制作成为各种小

吃，在大街小巷中被人们广泛食用。马铃薯的种植条件适应性非

常强，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维生素 C含量是普通苹果的

四倍左右[1]。但是与其他粮食作物的保存条件相比较，马铃薯只

能够存放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同时要及时将其运用于生活生

产各方面，这样才能够保证不会发芽或者营养物质流失。

2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概述

2.1 化肥方面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中的化肥用药更加趋于合理，

结合区域作物种植过程中，对相关农药量的需求，提供适量的农

药，降低农药用量过多和用量不足的情况。同时结合土壤检测结

果，使用有机肥料替代化学肥料，大力开展机械施肥和水肥一体

化技术。优化施肥的结构，根据作物的氮肥用药需求，制定合理

的施肥类型和用药，将农业化肥用药中存在的“三种三轻”问题

改善。随着新型肥料研究工作的推进，结合区域作物生长过程中

对肥料的需求，推广作物专用肥料配方，提升绿色高效型肥料产

品的应用效果[2]。

2.2 农药方面

随着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的应用，我国农业中的农

药用药量有一定降低，在我国的全国种植专业统计资料中，分析

2010 年到 2020 年的种植用药用量情况，发现其年均降幅 3.4%。

虽然农药用量降低，但是作物产量目标都超额完成。同时农药的

品种逐渐优化，其中高活性的双酰胺类、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

剂用药持续增加，区域公顷用药量减少。完成化学用药肥料管理

工作的时候，大型机械设备和物联网环境，让农药实现高精准和

高作业效率。从农业发展角度分析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

的应用情况，发现其实现我国农业产品稳产和提升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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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

3马铃薯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的主要内容

3.1 种植技术

马铃薯种植工作开展的时候，其在化肥农药方面的种植技

术工作主要内容有种植地选择及整理和播种。结合马铃对土壤

环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但是为了提升马铃薯的产量和质量，需

要做好基本的土地整理工作。结合马铃薯种植是，其对耕地肥料

的需求，种植地土壤层厚度 0cm到 20cm，其中有机物质含量为 3

g/kg、速效磷 12mg/kg、速效氮 180mg/kg、速效钾 350mg/kg。确定

种植区域后，将马铃薯块茎经机械翻种的深耕 20 到 30cm 的土

壤中，保证土壤松散多孔。种植时肥料管理可为 37500～60000

kg/hm2 的农家肥，此时农家肥可选择腐熟鸡粪或者有机肥。有机

肥占比中氮磷钾含量在 5%左右。科学的肥料选择，可改善马铃

薯种植土壤的性质，让其改善马铃薯生长中氮磷肥和氮肥之间

用肥不当的情况。整地时让土地保持良好的通风效果，让马铃薯

发芽部位能够更好的出土发芽。

做好整地工作后，完成马铃薯块茎播种工作[3]。将完整的马

铃薯分摊在干燥的地面上，经过 1 周左右时间后，根据马铃薯根

芽情况，将其处理成为小块茎，然后将其播种在 1000∶3 的薯、

草木灰中。种植马铃薯应于 2月末完成播种工作。播种保持的种

植间距为 30cm，播种量保持为 58900 株 /hm2 左右。

3.2 管理工作要点

3.2.1 基本管理内容

马铃薯块茎生长出幼苗后，此时化肥在苗期管理措施主要

为对马铃薯苗进行全株均匀喷洒马铃薯生长调节剂，用料为

2.5%的烯效唑 3000 倍液，其可有效抑制马铃薯植株过快生长，

从而保证地下营养物质足够，从而促进马铃薯新薯块的生长。当

马铃薯进入开花期后，此时肥料主要为有机肥料，同时增加磷钾

和减少氮肥，实现肥料的增减控制。结合马铃薯种植和生长的特

点，肥料施肥方法为条施，将有机肥覆盖在植株根部，然后增盖

土层。此时的肥料模式组成为氮磷肥减量 15%+ 有机肥 3000

kg/hm2。施肥 1周后可进行水肥灌溉。灌溉的时候采用喷淋方式，

间隔半月进行一次。开花期结束后，此时新马铃薯进入快速生长

期，对营养的需求增加，做好排水工作和肥料喷洒工作。喷洒选

择 0.1%尿素 +0.3%磷酸二氢钾。马铃薯在生长的过程中，田家的

杂草将与马铃薯争夺营养，因此做好田间除草工作。当马铃薯的

幼苗生长到 8cm左右后，此时开展进行杂草清除工作。通常情况

下，第一次除草工作在种植工作完成的半个月后。结合马铃薯的

生长情况，每次深耕除草时，保证土壤能够覆盖整个马铃薯垄

面。这样的有效防止马铃薯在生长过程中，出现表皮暴露空气引

发青色的情况[4]。马铃薯表皮出现青色时，其口感严重受到影响，

同时卖相品质降低。

3.2.2 病虫害管理内容

马铃薯的病虫害管理工作中，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

其应用的主要内容有：防治早疫病和晚疫病及虫害。疫病放置工

作开展的时候，结合马铃薯各个阶段的施肥需求确定，只有做好

疫病管理和预防工作，才能让土地在生长过程中，健康生长，保

证产量。虫害防治工作主要能够让土豆质量得到保障。早疫病主

要发生在马铃薯叶片，其危害为导致马铃薯叶枯萎死亡，进而影

响马铃薯的淀粉积累量，导致马铃薯体积小。防治早疫病的方法

主要为：选择早熟耐病的马铃薯品种，当马铃薯开花前 1 周和花

谢后，增加土壤的有机肥，增加根系土层厚度。用药类型为枯草

芽孢杆菌，将其与细干土混合，均匀播撒在马铃薯根系周围。当

马铃薯植株感染早疫病后，可采用大蒜油 +霜贝尔 +清水混合，

喷洒植株全身。当疫病得到控制后，更换枯草芽孢杆菌进行后续

治疗[5]。晚疫病治疗工作开展的时候，其主要目的为降低疫病对

植株根茎的影响，从而保证马铃薯能够正常的生长。观察马铃薯

是否感染晚疫病，通过观察植株的叶面，从叶面边缘从绿色变为

褐色斑点，此时发生晚疫病。治疗晚疫病的农药方法为，使用消

毒合格的器械处理马铃薯，让马铃薯块茎没有被细菌感染。同时

采用环保化学农药完成对病株的喷洒治疗。喷洒方式借助喷雾

机完成。针对性处理蛴螬、金针虫、地老虎等害虫。不同虫害的农

药减量增效技术应用不同，应用最少的农药，高效完成虫害防治

工作。针对蛴螬虫害，防治工作开展的时候，在播种马铃薯的时

候，选择种植环境兼容性更好的生物农药，让其可持续发挥出农

药防治虫害作用。比如常见的绿僵菌，将其与清水、洗衣液混合

喷洒种植地。

同时还将绿僵菌更换为辛硫磷稀释液，进一步减少农药用

量。针对金针虫，其农药防治工作开展的时候，该虫害对马铃薯

的幼苗产生的影响大。结合金针虫趋光性特点，采用物理防治方

法，经太阳灯的吸引作用，将成虫困住杀灭。防治幼虫的时候，可

在秋耕和春耕的时候，深耕土壤，将其翻出照射太阳，实现温度

杀死幼虫的作用。当防治工作非化学防治工作效果不佳时，此时

需要更换防治方法，从化学药物的灭虫作用下，选择高环保农

药，吡蚜酮完成田地喷洒。针对地老虎虫害，其防治工作开展的

时候，结合地老虎不同生长阶段，对马铃薯的影响特点，针对性

防治。防治地老虎所选择的药物类型中，选择真菌和细菌组成的

微生物杀虫剂，将球孢不僵菌中国与细土和混合，然后将其与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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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粉混合，均匀的播撒在马铃薯种植田地间。当马铃薯发芽生长

后，选择绿僵粉作为植株喷洒药物，均匀喷洒到植株表面。这种

防治方法的应用可有效实现对地老虎害虫的杀灭。当地老虎害

虫蚕食马铃薯的时候，马铃薯表明的真菌农药将进入地老虎的

体内，引发生理代谢紊乱。

4马铃薯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的推广对策

马铃薯种植工作需要将有效的种植技术推广应用，才能实

现技术的促生产作用，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如何开展马铃薯种

植工作。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的时候，做好相关的准

备工作，根据区域马铃薯种植过程中，所收集整理的化肥农药需

求量特点，完善当前的技术内容。同时需要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种植技术的内容优化，降低技术应用难度。

4.1 开展绿肥还田试点

种植马铃薯的土地肥沃程度需要与马铃薯生长营养需求相

符合，当土壤中的肥沃程度过低时，需要经过土地整理，增加肥

料力，或者更换种植区域。泗水县开展马铃薯种植工作的时候，

技术推广的首要工作为绿肥还田，为种植马铃薯作物提供种植

环境资源，才能在种植过程中实现马铃薯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

植技术推广。还田工作开展的时候，结合区域玉米栽种条件，将

玉米的秸秆进行处理，让其经过高温发酵后成为腐熟肥料实现

还田的目的。同时收获马铃薯的时候，明确马铃薯秸秆过腹还田

的重要地位，指导每位马铃薯种植户科学的完成农田无害处理，

让田地中存在的原有绿色植物成为环田工作的材料之一。整个

绿肥还田试点工作开展的时候，根据我国相关的管理标准，合理

应用现有的资源。

4.2 示范推广商品有机肥

技术推广时有标准的示范区域时候，种植户观察该区域的

马铃薯种植情况，请教种植技术的应用方法，此时无形中完成技

术推广工作。同时开展示范推广商品有机肥，科学的完成有机肥

引导工作。结合泗水县的农业、企业合作情况，将农药肥料相关

的厂家用户的关系梳理，协调其相互见距离，让高生物化学肥料

成为新农药应用选择对象[6]。销售马铃薯化学肥料的时候，将有

机肥商品在种植马铃薯过程中，前期具有的明显特点，进行宣

传。比如吗有机肥能够有效的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强马铃薯的

抗逆性，让马铃薯在生长过程中能够有更好的品质和产量。示范

推广工作，可有效强化马铃薯种植户使用商品有机肥的意识，让

其在种植马铃薯的过程中，有意识主动减少化学肥料使用量。

4.3 探索轻简化用药技术

推广马铃薯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的时候，为了让技

术应用更加的方面，需要在保证马铃薯病虫草害防治效果的前

提下，探索轻简化用药技术，从而进一步实现减少农药使用量的

目的。随着农业机械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发展，当前应用机械设备

完成作物种植和农药喷洒，成为大氛围栽种农作物常用的方法。

与此同时，马铃薯栽种工作开展的时候，合理的利用微生态型农

药、生物型农药代替化学农药，构建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轻简化用

药体系，指导种植户科学完成作作物种植和用药化肥应用。用药

体系的应用，其可有效的降低用药成本。当前，推广马铃薯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的时候，新型技术，如精细化、微调化、代

替品、绿色改造等技术，都能够成为技术推广的支撑优势，进一

步加快农药施加结构的改版。科学应用每种农药化肥，结合马铃

薯生长需求，控制用量，在长期的农业发展中，可实现农药施用

量零增长，推动农药减量增效技术落地。

5结束语

我国农业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省份区域的农业经

济结构不同，结合区域土壤和环境特点，选择合适的农作物或经

济作物，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其中山东省作为我国农业生产基地

之一，其土豆玉米粮食作物的生产效果佳。随着农业化学农药技

术发展，马铃薯种植的时候，采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

针对性完成马铃薯生长过程不同阶段环境整理、病虫害防治工

作。同时科学的完成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推广工作，让更

多的马铃薯种植户了解该技术，并学会使用该种植技术。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种植技术推广工作中，通过建立技术应用师范基地，

让马铃薯种植户能够直接了解该技术的应用方法和了解该技术

的应用效果，并结合基地技术应用情况，优化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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