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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县生态农业建设现状与对策
‘

黎中宝 李振基
9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厦门 : ∀ ! ! ;<

吴 蕾 汤士翔 付元 中
9河南省固始县环境保护局 固始 吐:;  。。< 9河南省固始县陈淋职业高中 固始 = :;  ! !<

摘 要 研 究了河 南省固始县生态农业 的现状
、

生态农业技术与生 态农业模式
,

提 出了墓地建设
、

示范小 区建设
、

配套项 目建设
、

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生 态农业建设 的主要对策
。

建 立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 的生态农 业复合系

统是实现 固始县 生态农业 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
。

关键词 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技术 生态农 业模 式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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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固始县是农业大县
,

其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点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发展农村经济
,

主要建设领

域包括生态农业
、

生态环境改善
、

环保产业 9包括绿色食品
、

有机食品开发
、

生态旅游业等 <和改善能源结构
、

优化住宅区环境
、

控制污染等方面
,

通过统一规划
,

有组织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开展生态农业建设
,

实现经济
、

生态
、

社会三大效益有机统一
。

∀ 生态农业建设现状及其评价
“

九五
”

以来河南省固始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
,

粮经比例正趋于合理
,

农业开始 向专业化
、

规

模化和商品化迈进
,

粮食
、

油菜
、

蔬菜
、

柳条编织加工
、

林果药茶
、

固始鸡等农业产业已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

农村种养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

目前距全国生态示范区试点建设的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
。

发展生态农业
,

必须

立足现有生产条件
,

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
,

依据
“

整体
、

协调
、

循环
、

再生
”

的生态建设要求
,

按照适

应市场
、

因地制宜
、

突出特色
、

发挥优势的原则
,

优化农业结构
,

依靠科技进步
,

着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

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
,

挖掘和培植
“

名优稀特
”

产品
,

促进农业高产
、

优质
、

高效持续发展
。

具体实施内容一是

通过实施基地建设
,

扩大
“

名优新特
”

产品生产规模
,

提高农业生产率
Ψ二是进一步改革耕作制度

,

增加熟制
,

发展立体农业
,

充分利用空间和光能
,

提高农产品比较效益
Ψ三是积极开发新能源

,

大力发展沼气
、

光能
、

水能

等洁净能源
,

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Ψ 四是坚持利用和保护相结合

,

加大对优势生物种类的

开发研究
,

防止生物种群单一化
,

以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生态农业技术与模式的运用

发展生态农业必须有生态技术和生态经营模式与之配套
,

否则发展生态农业将是空中楼阁
。

结合该县特

点
,

参照现代农业最新技术
,

优化设计了该县生态农业的技术与模式
。

固始县生态农业技术一是种植业重点

加强土壤培肥
,

主要方法有  种
,

即生物养地
,

护种固 8 作物
,

合理轮作
,

推广秸秆还田
,

增施有机肥料
,

使土

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项目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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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有机质含量达到 ∀; 一  ! Ζ[ 2
。

化学养地
,

力争做到 8
、

7
、

Ξ
、

微肥营养平衡
,

其施肥原则是稳 8
、

稳 7
、

补 Ξ
、

补微肥
,

提倡应用生物 8 肥
、

7 肥和 Ξ 肥 Ψ二是农 田保护重点扩大绿色面积
,

减少土壤裸露面积
,

减少雨水冲

刷
,

推广间
、

混
、

套作
,

封砂育草
,

农草间作
,

高留茬
,

修筑梯田
,

加强山区
、

丘岗地区坡地改梯 田力度
,

推广等高

耕作法
、

沟垄耕作法
、

残茬覆盖耕作法和免耕法
,

防止土壤流失
,

平原地区扩建农林防护网
,

减少水土流失
,

涵

养水源
,

改善 田间小气候
Ψ
三是林木业重点改善品种结构

,

生物防治病虫
Ψ 四是蔬菜生产杜绝污水灌溉

,

增施

有机肥料
,

降低化肥使用量
,

推广防虫网及生物治虫
、

物理治虫方法
,

禁止使用剧毒农药
,

扩大无公害蔬菜生

产面积
Ψ
五是畜牧业重点禁止应用有毒饲料添加剂和激素

,

采用生物方法和中草药治虫防病
Ψ
六是渔业禁止

有害污水养鱼
,

禁止使用有毒添加剂和激素
,

扩大天然新鲜饲料应用量
,

改善水产品质
Ψ七是加工业防止

“

三

废
”

排放
,

在加工过程中进行清洁生产
,

禁止使用有毒味素
、

色素和防腐剂
,

应用天然味素
、

色素生产
“

绿色产

品
” ,

同时综合利用废弃物
。

生态农业模式种植业实施小麦
、

蔬菜间套
,

小麦
、

玉米
、

食用菌间作
,

红薯
、

芝麻间作
,

小麦
、

玉米套作
,

水

稻
、

西洋菜套作等 Ψ林果业实施果树
、

草毒间作
,

银杏
、

樱桃间作
,

葡萄
、

草毒套作
Ψ
综合形式有果基稻鱼

,

即 田

埂种梨
、

柿等
,

田中种稻
,

水中养鱼
。

杉基稻鱼
,

即田埂植

池杉
,

田中种稻养鱼虾
Ψ
果牧鱼是在果园养鸡

、

羊
、

牛
,

旁

边建鱼池
,

果园内种植平菇
、

草菇
、

银耳和木耳
,

地下种

植天麻和获菩
Ψ
畜禽虫多层组配是在同一立体空间

,

上

层养鸽
、

鹤鹑
、

鸡
,

中层养兔
,

下层养猪
,

地下养蝎
Ψ
淡水

立体养殖模式是充分利用水体空间和营养
、

溶解氧等
,

将不同生态位的水生生物配置在 ∀ 个水体中
,

可改变过

去单一品种
、

单一养殖局面
,

将莲
、

菱
、

鳞鱼 9上层 <
一

草鱼

「「

淤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冰冰冰生植物物物 运销销销

践践践践践践践践践践践

立立立立立体放养养养
鱼鱼鱼鱼鱼 群群群

禽禽禽禽禽

图 ∀ 淡水立体养殖模式
Ν% 25 ∀ Ν , ∋ (. .

ς− 3∋ 卜 /− ∴ &2
,..
团

∋】

9中层 <
一

青鱼 9下层 <混养
,

莲
、

菱
、

鸭 9上层 <
一

鱼 9下层 <
一

珍珠蚌 9底层 <混养
,

莲
、

菱
、

鱼 9上层<
一

鳖 9下层<等混养

9见图 ∀ < Ψ
水生陆生生物多层组配是在池塘养鱼

、

虾
,

水面建猪舍
,

猪舍上方搭架种植
“

佛手瓜
” 、

丝瓜和南瓜
,

多种模式综合应用
,

充分利用多种自然资源
,

达到高产高效之 目的
Ψ
建设秸秆气化集中供气模式

,

固始县年产

秸秆多达 ∀  ! 万 3
,

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是解决农村优质生活用能的重要途径
,

并减少环境污染
,

生物质热

解气化集中供气系统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
,

以自然村为单元的生物质能源转换和炊事燃气供应系统
,

它采用

热解气化技术将秸秆高效转换为可燃气体并加以净化
,

然后通过输配网管送到农民家中作为炊事燃气
。

生态农业建设对策
5

∀ 基地建设

为解决农业方面存在的社会产量大
、

规模产量少
、

产品总量大而优质名品少的问题
,

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
,

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

在生态示范区建设期内逐步建成一批农业生产基地
,

一是优质米生产基地
,

利用适于水

稻生产的自然条件
,

在适度开发粳稻的同时重点发展优质釉稻
,

到  ! ! ; 年该县粳稻面积扩大到 : : : :
5

]∃ ≅
Φ ,

优质粳米产量达到 = ! !。万 [ 2 ,

符合国家一
、

二级优质粕米标准的釉型杂交稻面积稳定在 =
5

万 ∃≅
, ,

产量

达到  : 万 3
,

釉型和粳型优质糯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5

∃ ≅
Φ ,

产量达到  万 3 ,

全县水稻实现优质高产化
,

优质米总量达到  万 3 以上
,

转化商品量达到 ∀; 万 3 以上 Ψ二是优质油品生产基地
,

到  ! ! ; 年该县双低杂

交油菜发展到 = 万 ∃ ≅
“ ,

花生发展到 = : : :
5

]∃ ≅
Φ ,

在丘陵区相应发展  ! ∗ ∗∃ ≅
,

芝麻
,

全县优质油料种植面积

达到 =
5

:] 万 ∃≅
Φ ,

成为河南省油料生产大县
Ψ
三是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

,

因地制宜
,

以城关镇为中心建成具

有特色的专业蔬菜基地
,

辐射周边的沙河
、

柳树
、

城郊
、

胡族
、

洪埠等乡镇
,

形成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
,

包括太

阳能温室 9棚 <
、

拱棚
、

地膜覆盖和利用遮阳网
,

面积达到
5

∃ ≅
Φ ,

年产反季节蔬菜 ∀; 万 3 Ψ 四是优质豆制

品生产基地
,

近年来柳树等乡镇因地制宜发展毛豆
,

现 已实现产供销一条龙
,

潜力很大
,

规划以柳树乡为中

心
,

辐射黎集
、

石佛
、

沙河
、

南大桥等乡镇形成毛豆生产基地
,

到  ! ! ; 年面积达到 Φ∗ ! !∃ ≅
, ,

年产毛豆 : 万 3
,

根据市场需求直接销售毛豆或加工成豆制品销售
Ψ
五是王恼萝 卜生产基地

,

以徐集王恼为中心
,

辐射丰港
、

蒋

集
、

陈集等乡镇
,

形成王恼萝 卜生产基地
,

面积达到 ∀
5

∃ ≅
“ ,

年产优质萝 卜: 万 3 Ψ
六是食用菌生产基地

,

以县食用菌开发公司为龙头
,

在观堂
、

李店
、

南大桥和山区乡镇建立黑木耳
、

白木耳
、

香菇
、

平菇
、

金针菇
、

获菩

等专业村
,

年产量突破 万 3 Ψ七是柳条生产基地
,

以三河尖为中心
,

辐射桥沟
、

丰港
、

往流
、

观堂
、

徐集等乡镇
,

在现有 ∀ = : :
5

] ∃ ≅
Φ

丰产柳条林的基础上
,

改造低产柳条林 Φ! ! ! ∃ ≅
Φ ,

新插柳条林  : : :
5

] ∃ ≅
, ,

到  ! ! ; 年丰产

柳条林面积发展到 : ! ! !∃ 3&
,

以上
,

总产值达到 ∀
5

; 亿元以上 9以 ∀ 年当地市场价计
,

以下同 < Ψ
八是畜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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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基地
,

在汪棚
、

南大桥
、

城郊
、

洪埠等乡镇建立 ;! 个固始鸡专业村
,

鸡规模饲养量达到 ;! ! 万只
,

在南部山

区和东西两岗建立牛羊基地
,

牛羊规模饲养量分别达到 ; 万头和 ∀! 万只
,

以西部乡镇为主建立 ;! 万头猪养

殖基地
,

在黎集
、

蒋集
、

段集
、

草庙
、

杨集建立 ; ! 万只长毛兔和肉兔饲养基地
,

并在马岗
、

分水
、

张广等乡镇建

立固始白鹅饲养基地
,

基地饲养产值达到 ⊥
5

; 亿元
Ψ 九是淡水鱼类养殖基地

,

在现有基础上以张广
、

泉河
、

桥

沟
、

胡族
、

城郊等乡镇为主
,

建立 _!∃ ≅ Φ

特种养殖基地
,

在观堂
、

杨集
、

城郊
、

城关
、

石佛等 乡镇建立 ∀。。∗∃ ≅
Φ

精养基地
,

以分布全县的 : 个小水库和大型塘湖
、

堰为主
,

常规养殖水面达到 ∀ 万 ∃≅
Φ ,

总产量达到 万
3 以

上
,

产值达到 ∀
5

; 亿元
Ψ
十是优质茶基地

,

在南部 ; 个山区乡镇建立 ∀
5

∃ ≅
Φ

优质茶园
,

实现产值 ∀ 亿元
Ψ

十一是优质水果生产基地
,

南部山区以板栗为主
,

城郊
、

胡族
、

汪棚
、

柳树
、

马岗等乡镇以巨型葡萄
、

美国油桃
、

密桔及草葛为主
,

建立优质水果生产基地 Φ∗ ∗∗∃ ≅
Φ ,

实现产值 ; ! ! ! 万元 Ψ
十二是中药材生产基地

,

在杨集
、

国

营农场建立 ∀
5

∃ ≅
Φ

中药材繁种基地
,

在陈淋
、

祖师
、

武庙
、

段集
、

方集
、

杨集
、

观堂等乡镇建立 ∀
5

∃ ≅
Φ

生产基地
,

实现产值 ! ! ! 万元
Ψ
十三是脱毒红薯生产基地

,

以汪棚
、

草庙
、

胡族
、

马岗
、

杨集
、

观堂
、

城郊
、

洪埠
、

李店为主建立 = ! ! !∃ ≅
Φ

脱毒红薯生产基地
,

实现产值 ; ! ! ! 万元
。

以基地建设为主体
,

到  ! !; 年全县农业总

产值达到 =!
5

= 亿元
。

5

 示范小区建设与配套项目建设

根据固始县生态类型区多
、

种养模式多的特点
,

在建设赵岗立体养殖小区
、

城郊精养水产小区
、

草庙综合

开发小区等专业小区的同时
,

在山区的方集镇
、

丘岗区的胡族镇
、

平原区的石佛店乡和沿淮区的三河尖乡建

成生态农业示范小区
,

在国营农场结合各类型区的特点和依靠科技进步
,

实施高效农业示范园建设
。

根据各

示 范小 区所代表生态类型区的特点
,

规模设计为 山区示 范点 ∀
5

一 ∀ ::
5

]∃ ≅
Φ
9其中梯田面积 ;

5

∴

6_∃≅
Φ
<

,

丘 岗示范点 ∀ ! !一 ∀
5

∃≅
Φ ,

平原示范点 : :
5

] 一 Υ ∗ ∗ ∃≅
,
9其中宜养水面 ∀

5

∃ ≅
Φ

以上 <
,

沿淮示范点

::
5

]∃ ≅
Φ

左右 9含沙化滩地治理样板<和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 ≅
 
9其中宜养水面高效利用 ∀:

5

]∃ ≅
Φ
<

。

各示

范小区和示范园区建设重点一是 田
、

渠
、

路综合整治
Ψ 二是林网配套

Ψ 三是该区域生态问题的根治
Ψ 四是村庄

规划 Ψ五是农村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Ψ 六是支柱产业的高效开发

。

配套项 目建设一是实施农村能源综合建设
,

解

决农村能源缺乏
、

生活污染和缓解饲料
、

肥料
、

燃料争秸秆的矛盾
,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Ψ二是实施

“

三元结构
”

种植示范
,

将饲料作物从粮食作物中分离出来
,

大力发展兼用作物
,

提高种植效益
,

促进粮食转化
,

保证养殖

业饲料供应安全
Ψ三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包括 良种加工中心建设
、

肥料统测统配统供体系建设
、

动植

物防疫及治疗体系建设和技术培训体系建设等
,

减少和逐步消除技术与生产脱节现象
。

5

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水土流失治理
, “

十五
”

期间在抓好封山育林的基础上重点实施坡耕地治理
、

世界

银行贷款造林项 目
、

退耕还林 9草<
、

淮河生态保护林等项 目建设
,

增加植被
,

减少水土流失
,

提高
“

三保
”

率 Ψ二

是水利设施建设
,

在继续坚持全民投人
,

大搞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
,

重点实施 白露河治理工程
,

史灌河蚌

山
、

汤岗
、

王楼 个小坪区
‘

治理
,

复修白果冲水库
,

新建史河橡皮坝
,

淮河陈族湾
、

大港 口好区治理
,

梅山灌区

续建配套等项 目建设
,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防涝抗旱能 力
Ψ
三是道路建设

, “

十五
”

期间建设 ∀  国道固始段

扩宽升级及绿色通道工程
,

观李路
、

观往路
、

分 9水<罗9集 <路
、

张 9广<罗9集 <路
、

张 9广 <黎 9集<路新修工程
,

观

杨路
、

胡杨路改造工程
。

农村能源发展规划以节能改造为突破口
,

以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
,

改善农村用能

结构
,

到  ! ! ; 年新能源利用比例达 ! ⎯
,

一是农村 电网改造
,

到  ! ! ; 年对全县农网全部实施改造
,

实现同

网同价
,

供 电可靠率达 ⊥ ⎯ Ψ二是普及节柴 9煤 <灶
,

到  ! ! ; 年节柴灶普及率达 ⊥ ⎯
,

改建节能型制茶灶

= ! ! ! 个
,

型煤推广率达 ∀!! ⎯
,

以液化气为主的优质燃料使用率达 ! ⎯
,

节能型民用小锅炉推广 ; 万户
,

实

现农村文 明
、

卫生用能 Ψ三是加强乡镇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
,

到  ! ! ; 年引进西班牙内外燃相结合的节能技

术
,

对全县 ∀=! 座砖瓦轮窑全部进行技术改造
Ψ 四是农村生物质能源再生利用

,

到  ! ! ; 年 由现在的 ∀ ; ! ! 个

沼气池发展到 ; ! ! ! 个
,

年产沼气 !! 万 ≅
,

到  ! ∀。年沼气池达到 ∀ 万个
,

年产沼气 : !! 万 ≅
,

新建沼气村

∀! 个 Ψ五是积极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的综合利用
,

到  ! ! ; 年发展太阳能热水器 : ! ! ! 个
,

太阳能温室 9棚 < ;

万 ≅
, ,

地膜覆盖面积达 ; : : :
5

]∃ ≅
Φ Ψ六是大力发展秸秆气化

,

近期在城郊乡阳关村
、

石佛店乡松山村新建可

供  ! ! 户居民使用的秸秆气化供气工程示范点  处
,

集中供气
,

供气半径 Π[ ≅
,

到  。。; 年全县建成秸秆气化

工程 ;! 处
,

年产优质燃气 ∀ !。万 ≅
,

使用集中供气农户达 ∀ 万户
,

促进农村清洁用能
。

农村居住环境改造

工程
,

一是改善农村住房条件
,

到  ! ! ; 年楼房达 ! ⎯
,

砖瓦结构和砖混平房达 ! ⎯
,

 ! ∀ ! 年楼房发展到

:! ⎯ 一 ] ! ⎯
,

基本实现楼房化
Ψ二是发展 自来水事业

,

至  ! ∀ ! 年村镇自来水工程普及率达到 ⊥! ⎯ 以上 Ψ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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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卫生条件
,

推广卫生厕所
,

将厕所
、

猪圈与沼气池相结合
,

粪便
、

垃圾入池发酵
,

变害为利
,

发展庭院经济
,

绿化美化庭院环境
Ψ 四是加快中心集镇建设

,

在陈淋子镇被国家定为综合建设试点镇的基础上
,

到  ! ! ; 年将

陈淋
、

黎集建设成
“

中州名镇
” ,

同时建设方集
、

郭陆滩
、

胡族
、

蒋集
、

望岗
、

往流
、

石佛等一批贸工农一体化的中

心集镇和农副产品集散地
,

全县城镇人 口 比例达 ! ⎯
。

保护耕地
,

建设高产高效农田
,

对国有土地资源进行综合整治
,

采取一系列土地开发
、

复垦及治理措施
,

为生态示范区建设提供广阔的土地资源
,

通过对张广
、

石佛
、

张老埠
、

柳树
、

南大桥
、

沙河铺
、

泉河
、

分水等乡镇

的村庄治理和灾毁地的再利用
,

到  ! ∀ ! 年新增耕地 Φ ∗ ∗∗∃ ≅
“ Ψ
通过对胡族

、

杨集
、

观堂
、

往流等乡镇的滩涂整

治
,

到  ! ∀ ! 年增加可耕地 % ! ! ! ∃ ≅
Φ 、

园地 ∀
5

∃ ≅
Φ 、

宜林地 (! ! !∃ ≅
Φ 、

宜渔水面 (∗ ∗ ∃ ≅
Φ

和宜牧地 ] ! !∃ ≅
, Ψ

通过对南部山区 ; 个乡镇和中西部的赵岗
、

黎集
、

郭陆滩
、

草庙
、

汪棚
、

胡族等乡镇的 ; ∗ ! !∃ ≅
 

中低产田进行

改造改良
,

到  !∀ 。年使之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
Ψ
通过对三河

、

桥沟
、

丰港
、

徐集
、

蒋集等乡镇的荒草

地和沙地进行综合改造
,

到  !∀ ! 年开发耕地 ! !∃ ≅
 Ψ
实施土地整治工程

,

结合农村基础建设规划和小流域

治理
,

对田
、

林
、

渠
、

路进行全面整治
,

到  !∀ ! 年节省各类无效占用耕地 = ! ∗∗∃ ≅
“ Ψ
耕地保护

,

建立农田保护林

网和沿河绿化带防洪阻沙
,

山区丘陵地区退耕还林还草
,

实施秸秆过腹或过池还 田
,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用

养结合
,

防止上质退化
,

提高土壤持续生产能力
。

通过实施上述措施
,

到  ! ∀ ! 年全县新增耕地 ] ! !∃ ≅
 ,

总耕

地面积达到 ∀!
5

!] 万 ∃ ≅
Φ ,

三保农田达到 ]
5

∀] 万 ∃≅
“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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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夏播拼 苗留种技术效果好

马铃薯的退化一直是困扰其产量进一步提高的老大难问题
,

马铃薯脱毒可增产  ∀
5

; ⎯
,

效益十分显著
。

但由于各级种薯繁育基地的田间诊断等技术不够完善
、

健全和规范
,

致使脱毒薯在  一 代就完全丧失其应

有优势
。

采用马铃薯夏播瓣苗 留种技术可延长优良品种的寿命
,

为农户 自留种辟出 ∀ 条新途径
。

陕西省平利

县八仙镇龙 门村采用马铃薯夏播瓣苗留种技术
,

供试品种选用镇坪县马铃薯良种场的
“ ∀ ]; α

。” 、 “ ∀ ]; α
”

和

,’∀ ]; α
= ”

代脱毒马铃薯
,

以群众 自留薯9∀ ] ; <作对照
。

小区面积 ∀
5

: ≅
,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次
,

管理 同大

田
。

苗秋薯产量达到 ∀
5

 : 万 [ 2 Ζ∃ ≅
, ,

较 自留薯增产  ]
5

⎯
,

大中薯比提高 ==
5

⊥ ⎯
,

晚疫病
、

环腐病
、

黑胫病

减轻
。

高山区马铃薯不同保留种方式产量 比较试验显示
,

苗秋薯 ∀ 代和苗秋薯  代分别比对照增产  ] ⎯和

 !
5

]写
,

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说明
,

无论各处理间或与对照相 比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

大中薯 比为 :⊥
5

⎯和

;] ⎯
,

较 自留薯提高  :
5

;写和 ∀=
5

: ⎯
,

且苗全
、

苗齐
,

在晚疫病严重流行的情况下
,

苗秋薯仍表现了抗病和耐

病的特点
。

苗秋薯  代培育成冬前芽
、

整薯带芽播种
,

可做到 ∀ 播全苗
、

齐苗壮苗
、

产量高
。

苗秋薯增产机理

是带芽播种
,

块茎养分未消耗
,

充分利用了顶芽优势
,

长势旺盛
,

光合势强
,

无早衰
,

分枝少
,

茎秆粗壮
,

叶片宽

大
,

颜色浓绿
,

生育期延长
,

抗病性增强
,

叶片感染疫病面积和抱子形成的强度以及块茎被病原体侵染的深度

和感染面积均下降
,

田间茎 叶晚疫病发生的强度和侵染块茎的百分 比均低于无毒植株
Ψ
能够充分利用 ⊥一

月约 :! 一 ]! ? 凉爽气候条件 9昆虫少
、

传毒机会小 <繁殖种薯
,

既满足马铃薯对冷凉条件需求的生态习性
,

又

减少了带毒机会
,

使种性大大提高
Ψ 由于提纯复壮苗秋薯

,

杜绝了因种薯带菌引起的环腐病
、

黑胫病
、

青枯和

其他细菌病害
,

巩 固脱毒作用
,

减轻了烂薯
,

达到苗全
、

长势整齐一致的目的
。

总之
,

马铃薯夏播册苗留种技术

能够恢复
、

提高种性
,

增强抗性
,

增产效益显著
。

种性保持 年
,

第 ∀ 年大中薯个数多
,

产量高
Ψ
第  年个数多

,

产量最高
Ψ
第 年产量高

,

个数多
,

均超过连续 = 年种植自留种
Ψ
该技术操作简单

,

易于群众掌握
,

适应范围

广
,

在干旱
、

半干旱地区应用效果十分明显
,

生产成本低
,

经济效益高
Ψ
改变了传统的保种方法

,

秋繁
、

冬 9春<

播经济实用
Ψ
解决了农民自留种问题

,

推广前景十分广阔
,

为马铃薯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

9黄鹏祥 杨孝揖 叶 岚 陕西省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汉滨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