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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厅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海南省琼中县农业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开绵、叶剑秋、黄洁、陆小静、闫庆祥、张振文、杨斌、刘显就、黄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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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木薯的栽培、病虫害防治、收获及种茎贮藏等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境内木薯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GB/T 18407.1  农产品质量安全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NY/T 356     木薯 种茎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茎

木薯的茎由节和节间组成，发生于插条腋芽,幼嫩时肉质，老化时木质，木薯主茎通常用作种茎。

3.2 块根

通称为薯，肉质，肥大，富含淀粉。

3.3 块根膨大期

在生产上把块根形成期至收获前的生长过程称为块根膨大期。

4 栽培技术

4.1 选地和整地

选用不积水的土地，在常受台风袭击的地方栽培，宜选择避风或有林段保护的地段种植。

整地应根据不同的地形进行，大于 15 度的林区山地，宜开成梯田或等高垦耕种植；荒坡草地宜在

植前 2-3个月进行全垦，带垦或免耕种植等；坡度在 15度以下的较平缓坡地可进行机耕；丘陵山地，

可用畜犁耕或免耕或开环山行种植；坡度在 25度以上的山坡，不宜种植木薯。

4.2 品种

目前，比较适宜山地种植的木薯新品种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选育的华南

5号和华南 8号。

4.3 种茎材料

选择充分成熟，粗壮密节，髓部充实并富含水分，芽点完整，不损皮芽，无病虫害的种茎作种苗。

4.4 种植时间

每年 11月至翌年 3月，宜在雨后种植。

4.5 种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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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的种植方式有平放，斜插和直插。可因地制宜选择其中一种方式种植。

种植时用利刀砍断种茎，插条长度以 15-20 厘米为宜，平放或斜插于穴中，平放种植的种茎覆土

5-8厘米，斜放的以不露种茎为宜。密度视土壤肥力而定，土壤肥力高疏些，反之密些，一般亩植 800-1000

株为宜，最密不宜超过 1600株。植距多为 1×0.8（米）和 0.8×0.8（米）。

4.6 田间管理

4.6.1   补苗

为了保证全苗，必须及时补苗，通常在植后 20天开始，30天内完成。

4.6.2  间苗

在齐苗后，苗高 15-20 厘米时进行间苗，每穴留 1-2苗为适宜。

4.6.3   除草

4.6.3.1  化学除草

一般在植后 7天内（未出苗前），每桶水（15公斤）配乙草胺 0.05 公斤水剂均匀喷洒。

4.6.3.2  中耕除草

一般植后 30-40 天，苗高 15-20 厘米时，就可进行第一次中耕除草，促进幼苗生长。植后 60-70

天可进行第二次中耕除草。植后 90-100天，如果需要，可进行第三次中耕松土，这时块根的数量已基

本稳定并开始膨大，应结合松土追施壮薯肥。

4.6.4  施肥

原则：施足基肥，合理追肥，N，P，K配合施用。三要素的施用比例以 N：P2O5：K2O＝1：0.5：1-1.5

为好。

生产 1吨块根的产量，约从土壤吸收 2.3 公斤氮，4.1 公斤钾，0.5 公斤磷。

木薯的施肥时期和方法是根据其生长周期，气候特点，土壤肥力，肥料种类和经济因素等条件决定

的，在正常的情况下：

（1）基肥：亩施 1-3吨沤熟的有机肥。

（2）追肥时间：一般植后 1个月雨后施（一般苗 20厘米左右）。

（3）追肥量：复合肥（15：15：15）15-30 公斤，尿素 5-10公斤，氯化钾 4-8公斤。

（4）施肥方法：一般穴施，离苗 20厘米远处，穴深 5厘米。

（5）其它：如在生长中后期长势较差，可亩施 5公斤氯化钾。

4.7 病虫害防治

在我国，木薯的病虫害较少，为害较轻，对产量无严重影响，在我国流行的病虫害有：木薯细菌

性枯萎病、细菌角斑病、褐色角斑病、木薯红螨。木薯细菌性枯萎病、细菌角斑病、褐色角斑病均无免

疫的木薯品种和有效的药剂防治方法，只能通过使用无病种茎，进行轮种和选用抗病品种进行防治。木

薯红螨防治方法是选育抗螨品种，利用天敌，如肉吃螨类，也可用杀螨剂喷杀法治。

4.8 木薯的收获

木薯从种植到收获需 10个月时间，这期间薯干率和淀粉含量较高。

4.9 木薯种茎的贮藏

4.9.1  露天堆藏法

选背风避阳湿润处，锄松表土。竖直堆放种茎，使茎基紧贴地表并培土。顶部盖草和适当淋水保湿。

适宜冬季无霜地区。

4.9.2 沟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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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坐北向南、地势倾斜、砂质土的排水良好地方。挖沟宽 1.5－2.0m，深 50-60cm，长不限。种茎

撗放或竖放，堆高 1m，成龟背形。盖土 10cm左右，覆盖稻草，四周开排水沟。适宜霜期较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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