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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 

修订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8 年 3 月 27 日，由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申请地方标

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关于印发青海

省 2018 年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青质监标函

[2018]64 号），批准《绿色食品 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2018

－XD-10）地方标准的制定。 

（二）起草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刘永忠 男 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负责标准文本的标准

的起草 

王贵全 男 
推广研究员 

主任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文本的标准

的修改 

王发忠 男 
高级农艺师 

副主任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文本的标准

的修改 

王宗昌 男 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文本编写 

雷发林 男 高级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田间试验 

刘世安 男 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田间试验 

韩君德 男 助理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田间试验 

何  冰 女 研究员 西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参与标准文本编写 

朱小强 男 助理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文本编写 

保积玲 女 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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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有成 男 助理农艺师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资料整理 

李继刚 男 技术员 海西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试验数据分析 

黄江武 男 副主任 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资料整理 

张秉奎 男 主任科员 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资料整理 

许小宁 女 农艺师 青海省乡镇企业技术推广站 试验示范 

史炳玲 女 副主任科员 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资料整理 

张晓东 男 主任科员 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试验示范 

邢成德 男 农艺师 大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试验数据分析 

邓锋震 男 农艺师 民和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资料整理 

旺索多

杰 
男 初级农艺师 玉树州农业技术推广站 资料整理 

刘  丽 女 农艺师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 试验数据分析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马铃薯是我县（互助县）重要的农作物之一，也是我县的

特色支柱产业。马铃薯生产具有推动我县经济发展、增加农民

经济收以及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等经济、社会与生态三重效益。

年种植面积 30 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 45－60 万吨之间，商品

率在 70％以上，年创经济收入 4.05—5.4 亿元。从生产县域考

虑，出产于互助县蔡家堡乡、西山乡等乡镇的“北山洋芋”为

重点在客户和消费者心中形成了一种品牌，同时辐射带动互助

县不同生态区乡镇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实施马铃薯品牌销售战

略，将马铃薯的销售市场从家门口，放眼到省内外的大市场，

积极引导经销商和经纪人向实体化、规模化、产业化与品牌化

发展。 

互助县马铃薯产业从海拔 2100－2600 米灌溉农业区向海

拔 2700－2900 米的中高海拔的半浅半脑山地区、脑山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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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养型农业区均衡发展，中高海拔的半浅半脑山地区是我县马

铃薯发展的重点区域，潜力较大。互助县马铃薯产业发展仍存

在诸多问题，包括产业的问题和生产技术问题，其中：从生产

技术方面讲，主要体现在：新品种普及的问题；良种良法配套

的问题；生产成本高且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加工增殖技术应用

不够的问题。 

三、主要起草过程 

1．标准修制计划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及时成立了课题

组，讨论了标准的内容提纲以及工作计划，查阅了国内外同类

标准及资料，并进行了收集、整理、对比分析，在相关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标准的编写。 

2．初稿编写完成后，广泛征求意见，首先由互助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有正高级资质的专家进行修改，然后分别送交青

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青海省标准化管理

等方面的专家审阅指导。汇集各方面专家的反馈意见后，通过

反复讨论和修改，形成了《绿色食品 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

送审稿。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必要项) 

（一）制定原则 

规程的整个起草过程严格按照工作计划进行，并遵循“科

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实用性、普遍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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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依据 

本规程根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是在国家相关的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结合

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重要项)  

（一）马铃薯施肥技术 

依据我县马铃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行“3414”肥料验证试验，

得出我县不同生态区马铃薯的最佳施肥量及最大产量。本试验设三次

重复；设0、1、2、3四个水平（0为空白对照；1水平=2水平×0.5；3

水平=2水平×1.5；2水平为氮磷钾的最适搭配处理）；设14个处理。

肥料用筹方法：磷肥和钾肥做基肥一次性施入，氮肥的95%做基肥5%

在马铃薯现蕾至开花前做追肥施入。在马铃薯盛花期亩追施（水剂）

50克磷酸二氢钾，兑水50公斤。我县不同生态区马铃薯施肥推荐表见

表1。 

表 1    互助县不同生态区马铃薯最佳施肥量及最大产量表 

化肥施用量(㎏/亩) 施肥 

地区 

有机农家肥施

用量(㎏/亩) N P2O5 K2O 

最高产量 

(㎏/亩) 

川水 3000 11.4 6.8 7.2 2300 

浅山 3000 9.8 7.2 7.6 2700 

脑山 3000 8.5 6.5 5.4 1300 

由“3414”试验及以上施肥推荐表还可得出我县马铃薯对氮磷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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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率分别为 42.1%、32.8%和 45.3%。 

（二）马铃薯病虫害防控技术 

杀菌剂主要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和马铃薯环腐病。甲霜灵锰·锌可

湿性粉剂、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克露可湿

性粉剂和银法利可湿性粉剂。 

表 2             药剂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和马铃薯 环腐病 

马铃薯晚疫病 马铃薯环腐病 

处理 病情指

数 

防治效

果％ 

病情指

数 

防治效

果％ 

  折合亩产

（kg/667

㎡) 

 增产率 

 （%） 

75%百菌清 WP 17.68 54.72 15.23 52.96 2200 20.12 

64%杀毒矾 WP 18.21 75.67 18.14 57.69 2300 24.34 

甲霜灵锰·锌 18.32 81.24 19.18 76.23 2400 27.29 

克露 20.21 74.51 18.82 56.32 2000 23.93 

空白对照 42.38  20.26  1200  

病情指数=∑（各级病株数×该病级值）/（调查总株数×最高级值）×100% 

防治效果=（处理区病害减退率－对照区病害减退率）/（1－对照区病害减退率）×100% 

由表2可见，用甲霜灵锰·锌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和马铃薯环腐病

的防治效果最高，分别为81.24%和76.23%，增产率为27.29%；杀毒矾

对马铃薯晚疫病和马铃薯环腐病的防治效果为第二，分别为75.67%和

57.69%，增产率为24.34%；克露对马铃薯晚疫病和马铃薯环腐病的防

治效果位居第三，分别为74.51%和56.32%，增产率为23.93%；百菌清

对马铃薯晚疫病和马铃薯环腐病的防治效果位居第四，分别为54.72%

和52.96%，增产率为20.12%。 

杀虫剂3种10%高效氯氰菊酯、抗蚜威和天蚜净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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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药剂防治马铃薯蚜虫效果 

处理 
蚜虫虫口减

退率（%） 

校正防治 

（%） 

折合亩产 

（kg/667 ㎡) 

增产率 

（%） 

10%高效氯氰菊酯 89.89 94.32 1900 12.32 

     

抗蚜威 86.27 89.37 2000 10.49 

     

天蚜净 87.82 90.37 2100 11.34 

空白对照 0   1380  

虫口减退率=（处理前虫口数－处理后虫口数）/（处理前虫口数）×100% 

三种杀虫剂对马铃薯蚜虫的防治效果依次为10%高效氯氰菊酯、天

蚜净和抗蚜威。 

（三）马铃薯田化学防除技术 

马铃薯是高产经济作物，近几年在互助县播种面积逐年增加，马

铃薯田块杂草危害较重，互助县推广马铃薯田化学封闭除草技术防除

杂草，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互助县马铃薯4月下旬至5月上旬播种，马

铃薯田杂草出现高峰一般在5月中下旬，此期的杂草量站杂草总量的

60%左右，这批杂草与马铃薯竞争激烈，是形成草害的主体。为此应

针对不同的发生情况，在马铃薯播前、播后苗前进行化学土壤封闭处

理，采取相应的化学药剂。 

1、播种前土壤处理用药  用氟乐灵等选择性内吸传导型土壤处

理剂。667平方米用48%氟乐灵乳油100—150毫升（商品粮，下同），

兑水40—50千克，均匀喷雾于土表。对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和小籽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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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阔叶杂草防除效果甚好。但应注意：（1）准确掌握用药量，力

求喷洒均匀。（2）整地要细，若整地不细，土块中杂草种子接触不

到药剂，遇雨土块散开仍能出草。（3）氟乐灵易光解失效，施药后

应立即覆土，把药物混入土中。（4）氟乐灵施入土壤后残效期较长，

因此下差不宜种植禾本科敏感作物。 

2、播后苗前马铃薯田化学封闭除草技术 

播后苗前马铃薯田化学封闭除草常用以下配方：（1）异丙草胺混嗪

草酮：每667平方米用64克/升异丙甲草胺90—110毫升混70%嗪草酮30

—40克；（2）异丙甲草胺混异噁草松：每667平方米用64克/升异丙

甲草胺90—110毫升混48%异噁草松50—60毫升。 

3、马铃薯茎叶期化学除草 

    应用选择性和内吸型茎叶处理药剂，用25%砜嘧磺隆水分散粒剂7

—10克/亩＋5%精喹禾灵乳油40毫升/亩兑水15千克喷雾茎叶处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初稿完成后，征求了青海省标准化研究所、青海省农

林科学院植保所、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青海省农林科学

院作物所、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 5 家单位的 5 名专家的

意见和建议，共征求到 11 条建议，具体修改内容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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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错误修改表 

错误出处               错误内容                          改正内容 

封面左上角             ICS  ×××                       ICS20.020.65 

                                                         B05 

前  言      本标准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委

员会提出并归口 

第 2章         NY/T1054-2013、NY/T393-2013、           NY/T391、NY/T393、 

NY/T394-2013、NY/T1055-2006、           NY/T394、NY/T1055、 

NY/T1056-2006                          NY/T1056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本章删除 

 第 5章                 栽培技术                            生产技术 

                        合理施肥                              追肥 

 第 7章                病虫害防治                     插入 7.1、7.2、7.3 分别为农

业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 

第 8章、第 9 章       采收、储藏运输                合并为第 8章（采收和储藏运输） 

第 10章、第 11章  产品质量  建立技术档案                       删除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资料性附录 

附录 B                                             插入商品有机肥卫生标准要求 

附录 C             生产绿色食品禁止使用的农药     本标准不使用禁止，该部分删除 

附录 D                马铃薯常见病虫害防治            放在正文部分后删除 

以上意见和建议均安各专家要求修改完成。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该标准发布后，标准归口单位将组织我县马铃薯生产单位

对该标准进行学习、实施及相应的培训工作。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1、经济效益 

通过此标准的实施，马铃薯增产 10％以上，以基础产量

2000 公斤／亩计，亩增产 300 公斤，亩增收 270 元。 

2、社会效益 

通过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改善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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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量，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实现节肥与高效的统一，符合我

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

求，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值、增效，农民增

收；轮作马铃薯是培肥地力、减施化肥的环境友好型生产措施，

对培肥地力、改良土壤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食品 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 

标准起草小组  

二 O 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