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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高产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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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瓜是我国发展初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驱动下，其市场价值逐步提升。

地瓜高产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又一关键，地瓜具有产量稳定、产量高及抗逆性较强的种植优势，故

在优质的土质条件及科学合理的种植管理下，可有效实现地瓜增产增值的发展要求。本文将从高产栽培技术和病虫害

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探索提高地瓜产量、品质的具体手段，以增加农民收入，迎合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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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农产品面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农产品市

场价格也在不断提高[1]。地瓜是中国早期最最主要的粮

食之一，随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品质和水平的不断提

高，这个曾经最重要的粮食品种，慢慢从人民的生活中消

失。但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绿色农产品行业的发展，地瓜

又逐渐被大众所接受，成为健康生活、粗粮饮食的代表农

产品之一，在人们的饮食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在市场需

求变化的作用下，地瓜的增产种植技术稳步发展。

1��高产栽培技术

1.1  科学选地，因地制宜
要使地瓜增产栽培技术在生产中得以有效应用，第

一点就是要做到科学、合理的选地。由于地瓜的生长受

地形、土壤、水质等环境影响，因而需根据地瓜的特性

进行有效选地[2]。地瓜的抗旱性要求地瓜地需尽量选择地

势高，土质疏松的地方。其次，要确保土壤的渗透性，

土壤和周边的水源都没有被污染，要适宜于地瓜的种

植，从而确保其长势，提高其产量和品质。根据个种植

地实际情况，选择了具有较强抗病性的品种。育苗需选

择健康绿色的留种田，用健康的种薯进行育苗，再选择

强健的幼苗进行种植，并与深耕冻垡相结合。

1.2  土地平整与施肥
地瓜的栽种时间一般在五六月初，栽种前要对前茬

农作物的根部及叶片进行适当的清除整理，将大的土块

打破，让泥土变得松散、平坦。地瓜是一种根块型作

物，它可以在较厚的土层中得到更好的生长发育，因而

具有较高渗透率和相对疏松的土壤十分有利于地瓜的生

长发育以及品质的提高[3]。所以，在进行地瓜种植地整地

作业时，做好适当的深耕作业，可以增加地瓜种植的射

角，从而提高了土地通透性，有利于地瓜的生长。一般

情况下，翻土深度在30厘米左右，必须配合起垄的种植

方式，并且垄高一般在25-30厘米之间，对于土壤水分不
充足的砂质土壤，可以采用适当的垄高高度来进行减小

作业[4]。这样平整种植地能为地瓜的健康稳定生长打下奠

定坚实的基础。

地瓜的种植地以干旱薄地为主，所以土质贫瘠，土

壤中的养分含量相对较低，需要对种植地进行基础施

肥，才能确保为地瓜生长发育提供足够的养分，从而提

高地瓜的产量。具体操作为，可以将有机肥与肥料混

施，追加杂肥，外加氮、磷、钾肥50kg左右[5]。在地瓜栽

种期间，不能用生鸡粪便做底肥，这是因为未经发酵处

理的生鸡粪很难为地瓜成长期间提供真实的养料需求，

会对地瓜的总体成长产生不利的作用。

1.3  种子选择
地瓜是一种经济作物，其品种的选取应该紧跟市场

的需要，可以多尝试种植一些市场青睐的新品种。入选

的新品种必须具有较高的抗病性，能够很好的减少病害

的发生。当然，新品种还要对应种植区域的气候、环境

和地质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选择出优质的品种，保证地

瓜的总体种植品质，提高地瓜的产量。

1.4  选育壮苗
采用大棚、小拱棚和复合薄膜等方式对春薯区地瓜

秧苗进行具体的育秧作业；采用小型大棚与塑料薄膜合用

的方法对夏薯区地瓜秧苗进行具体的育秧作业[6]。一般来

说，地瓜的种植面积约为留种地的1%，秧苗的培育期应该
定在35-40天，以三月的上半月进行秧苗作业为最好。

1.5  田间管理
移栽三、四天后，要检查幼苗的成活率，并适时地

补充幼苗。幼苗成活后，要及时除草，并进行中耕提

垄，以免杂草与幼苗争水争养分，影响幼苗生长。地瓜

藤若太过茂盛，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会增强，对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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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育有很大的影响。大面积种植地瓜，可利用化学物

质抑制其生长

施用化肥既能促进地瓜的生长发育，又能有效的增

强其对病害的抵抗力，因而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非常关

键。在施用肥料之前，可以通过常规的土样测试来确

定肥料的含量。要想增加地瓜的产量，可以使用配方肥

料、有机化肥复合等方式对土壤质量进行改良。一般来

说，地瓜幼苗长成以后，要配合着中耕、除草等措施，

充分施用好提苗肥。施用化肥，既能确保地瓜幼苗的生

长均衡，又能确保地瓜保持优质的生长态势。在地瓜结薯

期间，应根据土地肥力和期本身的生长状况，适时增施化

肥。地瓜在茎、叶发育阶段一般需要大量的氮肥，在块根

膨大阶段主要以磷肥料为主要肥料。在结薯阶段，地瓜

自身的钾需求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以尿素和硫

酸钾作追肥，尿素的使用量一般为150kg/hm2，硫酸钾约

225kg/hm2。在施用完化肥之后，应该用清水对叶子的表

层进行合适的冲洗，以防止烧苗等问题的发生[7]。

农户应及时关注并调整土壤干湿度，在地瓜栽培过

期间根据具体情况适量灌溉，及时排涝。

2��病虫害防治

2.1  病害防治
2.1.1  黑斑病防治
地瓜黑斑病在苗期和生长期都有可能会出现。该病

对地瓜的幼苗和块茎产生危害，表现为幼苗虚弱、变

矮、叶色变淡，严重时植株枯萎而死。防治手段：采取

科学的种植方式，选用具有较高抗病性的好品种，设置

无菌区留种地；在种薯下地之前，用800倍的50%多菌灵
浸种5分钟，在出苗之前，可以用500倍的50%甲基托布津
浸泡10分钟，之后才能进行幼苗移植；要做好田间的工
作，及时对土壤进行深松，保持土壤水分充足，并适当

的追肥。在地瓜的分枝和结薯期，用美国普利登鱼蛋白

300倍液进行喷洒处理，可以很好的抑制地瓜分枝和叶片
的疯狂生长，加快地底的块茎的膨胀速度，从而提高了

地瓜的抗病害能力[8]。

2.1.2  茎线虫病防治
茎线虫病是影响地瓜块根、茎蔓和幼苗的重要病

害。幼苗期间染病，幼苗的外皮上出现棕色的光晕，会

出现矮小，发黄的情况。防治手段：在幼苗期，选择对

茎线虫病有一定抵抗力的地瓜品种；在苗床期进行药物

处理，一次在薯种下地之后，再就是拔出第二茬地瓜秧

之后，用5%涕灭威粒料，按照每平米40-50g，与细土混
合后铺施在苗床上，施用完药剂之后，对苗床进行浇水

处理[9]。为了防止在土壤中过冬的茎线虫对无病秧苗造

成危害，还需要对它们进行田间预防。在已整理好的春

薯里打一条垄沟，将幼苗放在垄沟里，在育苗坑里浇透

水，用5%的灭涕威混和30-45kg的肥料进行铺施，然后在
苗坑里洒上一层水，再浇透土壤，就能很好的控制茎线

虫的病害；对于地瓜茎线虫病的防控，也可以采用轮作

和换茬的方法，在严重的疾病的田里，可以改种花生、

水稻等其他农作物，并且要施用清洁的肥料。

2.1.3  叶斑病防治
叶斑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叶片的病害，会影响地瓜的

生长发育。防治手段：病虫害严重的田块，尽量避开连

作，选地势高、干燥的田块，在雨季结束后及时进行沟

渠排水，减少土壤水分；采收后，应将病的残株及时清

理并焚毁；在秧苗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可以用30%碱式硫
酸铜悬浮剂400倍液进行喷洒，每十天一次，可以进行2
到3次的防治[10]。

2.1.4  黑痣病防治
黑痣病多侵染于地瓜表皮，极容易引起表皮发霉、

变硬。防治手段：在3年内进行轮种，不能重复种植。选
择不发病的种薯，培养不发病的幼苗，并建立不发病的

留种地。春薯可以在夜间种植，减少黑痣病的发病率；

注重排水，降低土地含水量；育苗时，可以使用1000倍
的50%甲硫霉菌灵水浸泡10分钟，再进行栽植。

2.1.5  瘟病防治
瘟病在地瓜各个生长期都有发生，症状各异，对地

瓜的产量造成很大的损失。防治手段：在病害发生地

区，应加强对种薯的检验，并对种苗和种薯的外运进行

严格的限制，选择抗性好的品种；实施两年或两年以上

的水旱轮作；要科学地浇灌，不能漫灌或倒灌；在发病

初期，将发病的植株从田间除去，并在发病的穴位上洒

上生石灰；在种植之前，可以使用72%的硫化双氧水将幼
株浸泡10分钟，并配合种植后喷洒，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防止初期病害的发生；在发病早期，将20%叶枯唑700倍
的药水，喷于病害植株上或浇于病害植株上。

2.2  虫害防治
2.2.1  肖叶甲防治
肖叶甲的幼虫为害土壤里的地瓜，使地瓜表面出现

弧形的伤口，还会危害地瓜秧苗顶端的嫩叶和嫩茎，导

致秧头断裂，秧苗死亡。防治手段：利用这种昆虫的伪

死性，早晚在叶片上休憩时，将其抖落到塑料袋里，进

行集中杀灭；在地瓜育苗之前，先将40%乐果2000多倍液
浸泡种薯，再播种，可预防其幼虫的危害；幼苗期若病

情严重，可喷2000倍液的5%氯氰菊脂乳油。
2.1.2  跳盲蝽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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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盲蝽吸食地瓜叶汁，受害部位出现灰绿斑点，对

作物的光合有一定的影响。防治手段：通过对寄生蜂的

保护与使用，对其进行有效控制；90%的敌百虫，每十天
一次，连续防治两次。

2.1.3  天蛾防治
天蛾幼虫对地瓜嫩叶取食，使其嫩叶不能舒展，甚

至枯死死亡，严重地危害了地瓜的正常产值。防治手

段：在春季和冬季进行深耕、灌水处理，清除一些过冬

的蚕茧；设置杀虫剂灯光引诱和杀死成成虫。在天蛾成

虫低龄期，可以使用药剂来控制：20%灭虫脲悬浮剂3000
倍液。该虫幼体有夜间活动的特性，喷洒药剂的时机宜

选择在傍晚5点之后。
2.1.4  麦娥防治
麦娥幼虫能吐丝卷叶，并蚕食地瓜叶片、花蕾、

茎、尖，虫害较重时，只留下叶脉。防治手段：秋季应

适时清扫农田，清除冬蚕蛹，减少农田害虫；初见到有

幼虫卷叶片为害，应适时掐灭新卷叶片上的幼虫或将新

卷叶片除去；在大田栽培中，可根据成蝇捕集的趋光特

性，采用灭虫灯法进行引诱；在成虫早期喷施药剂，最

佳喷施时机为中午4-5时。可选择的药物为：20%灭虫尿
素悬浮剂1500倍液。

2.1.5  茎螟防治
茎螟幼虫取食地瓜块茎会造成的空心虫瘿，也会使

地瓜藤条断裂，阻碍营养输送，严重制约地瓜的生长发

育和产量。防治手段：在地瓜收获后，将土地打扫干

净，以降低昆虫的数量；将1-2只没有授粉的雌蛾放入引
诱装置内，在成虫高峰期进行引诱，取得较好效果；秧

苗药理处理：在移栽之前1-2天，用40%乐果2000倍水溶
液浸泡1-2分种，然后进行插条。在茎螟成虫羽化后的5至
7天，用90%的晶敌百虫1000倍液进行喷雾。
无论是病害防治，还是虫害防治，均要结合现实要

求，科学合理的运动化学防治及生物防治手段，以确保

绿色高效的防治效果。

结语

在绿色经济、绿色生活的社会背景推动下，我国农

产品市场发展前景一片大好。地瓜作为新型经济农作物

之一，确保其增量增产对稳定其市场地位至关重要。地

瓜的栽培与种植需紧跟时代变化，在品种的选择、种植

地的处理等方面尽量硬核市场需要，以创造更大的经济

效益。通过科学合理的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不断提

高地瓜的品质，确保全面贯彻绿色农产品的发展理念，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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