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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袁展汽、林洪鑫、刘仁根、肖运萍、汪瑞清、陈先茂、邱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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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木薯是热带薯类作物，广泛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等省，近几年来，其种植趋势不断向江西、福

建、湖南等省北移。江西省处于北纬24°29′14″至30°04′41″，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目前，江西木薯高产栽培技术缺乏科学、统一的技术规程，限制了木薯产业在江西的发展。制定江

西省木薯高产栽培技术规程，有利于实现木薯栽培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有利于提高木薯种植户

的专业水平。 

依据起草组成员多年来参加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南昌综合试验站的科研成果和相关业务经验，经

过科学的总结、梳理和提炼，形成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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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木薯的栽培、病虫害防治、收获及种茎越冬贮藏等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境内木薯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285-1989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8-2007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GB/T 18407.1-2001  农产品质量安全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NY/T 356-1999  木薯  种茎 

NY/T 49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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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种茎 

已经木质化且能够作为繁殖材料的植株茎秆。 

3.5  

净种 

在作物生长期间只存在一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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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间套种 

在作物生长期间间套作另一种或多种作物。 

4 栽培技术 

4.1 选地和整地 

4.1.1 选地 

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肥力中上的缓坡地或平地为宜。坡度在15°-25°之间的坡地，宜开成梯

田或等高条垦种植；坡度在15°以下的较平缓坡地可进行机耕；在25°以上的坡地，不宜开垦种植木薯。 

4.1.2 整地 

秋冬作物收获后及时翻耕越冬，使之达到保持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结构，土壤不板结，越冬翻地最

好用拖拉机深耕。木薯栽插前结合整地施用腐熟农家肥或三元复合肥作基肥，并用旋耕机打匀，用犁套

起畦的办法培厚土壤。 

4.2 品种 

适宜在江西种植的木薯品种主要有华南205、华南8号、南植199、桂热4号、桂热5号、桂热6号和GR911

等。在江西种植木薯主要选择直立型、分支少的早、中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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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部在3月中旬至4月上旬种植，江西中北部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种植，采用地膜覆盖栽培的种

植时间可适当提前。 

4.5 砍种茎 

种植时用利刀砍断种茎，种茎长度以15-20 cm为宜，从木薯种茎基部砍起，切口平滑，尽量保证种

茎无破裂、芽点完好。 

4.6 种植方法  

木薯的种植方式有平放、斜插和直插三种。为节省劳力开支，提高工效，大面积种植的种植方式以

平放为宜，盖土3-4 cm，坡地盖土可稍深些。地势较低或间套种模式的可采用斜插方式，斜插时以种茎

的四分之三入土为宜。 

4.7 种植密度 

4.7.1 木薯净种 

木薯种植密度根据土壤肥力高低而定，土壤肥力高则种植密度疏些，反之则密些。中等肥力土壤的

种植密度一般以800-1000株/亩为宜，行株距规格一般以1.0 m×0.7-0.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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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木薯间套种 

4.7.2.1 木薯间套种冬瓜 

木薯间套种冬瓜模式，冬瓜的行株距为2.0 m×1.8 m，木薯的行株距为1.0 m×0.9 m。木薯在冬瓜

穴的两边反向斜插。木薯约750株/亩左右，冬瓜约180株/亩左右。 

4.7.2.2 木薯间套种西瓜 

木薯间套种西瓜模式，西瓜的行株距为2.0 m×1.6 m，木薯的行株距为1.0 m×0.8 m。木薯在西瓜

穴的两边反向斜插。木薯约850株/亩左右，西瓜约200株/亩左右。 

4.7.2.3 木薯间套种大豆 

木薯间套种大豆模式，木薯的行株距1.0 m×0.8 m。木薯约850株/亩左右，木薯行间套种1行大豆

或菜豆。 

4.7.2.4 木薯间套种花生 

木薯间套种花生模式，木薯的行株距1.4 m×0.8 m，木薯约600株/亩左右，木薯行间套种1-2行花

生，尽量选用早熟品种花生。 

4.8 田间管理 

4.8.1 补苗 

为了保证全苗，木薯缺苗时必须及时补苗。通常在木薯植后20天开始。可将预留少部分种茎集中种

植在地边，以备补苗之用。移栽时，选择阴雨天，带土移栽容易成活。 

4.8.2 间苗 

在苗高20-30 cm时进行间苗，每穴留1-2根生长旺盛、粗壮的苗，其余的全部除掉；间苗原则是去

密留稀，去弱留强。 

4.8.3 除草 

4.8.3.1 化学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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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节省除草劳力，通常采用化学除草。除草时，要注意不要伤及薯苗，应用将防护罩安装在喷雾器嘴处，

实行与杂草近距离喷雾，以免药液溅到薯苗，造成药害。 

4.8.3.2 中耕除草 

中耕除草要选择晴天进行，一般在植后30-40天，苗高15-20 cm时，就可进行第1次中耕除草，促进

幼苗生长。植后70天左右，可进行第2次中耕除草。植后100天左右，根据需要，可进行第3次中耕松土，

这时块根数量已基本稳定，并开始膨大，应结合松土追施壮薯肥。 

4.8.4 施肥 

4.8.4.1 施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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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足基肥，合理追肥，氮、磷、钾配合施用，施用比例以N︰P2O5︰K2O﹦1︰0.5︰1-1.5为宜。木薯

是喜氮钾作物，苗期以氮肥为主，结薯期以钾肥为主。 

4.8.4.2 基肥 

以农家肥为主，如猪牛粪、猪牛厩肥等农家肥。施农家肥1-2吨和三元复合肥20-30 kg/亩；因大面

积种植缺乏农家肥，也可纯施三元复合肥30-50 kg/亩。施用方法种植前采用全田撒施，施后进行深耕

整地作畦。 

4.8.4.3 壮苗肥 

当苗高15-20 cm，结合第1次中耕除草，穴施尿素10-12 kg/亩。主要用于促进薯苗生长。 

4.8.4.4 结薯肥 

植后70天左右，结合第2次中耕除草，穴施尿素5-6 kg/亩，氯化钾8-10 kg/亩。主要用于促进薯苗

生长和木薯块根的形成。 

4.8.4.5 壮薯肥 

植后100天左右，结合中耕松土，穴施氯化钾8-10 kg/亩。主要用于促进木薯块根的伸长与膨大。 

4.8.5 喷施多效唑 

在木薯地上生长旺盛时期，喷施适宜浓度的多效唑，可有效抑止地上部分过旺生长，促进块根膨大，

提高块根产量的效果。在8月喷施浓度500 mg/L和750 mg/L的水溶液90kg/亩。 

4.8.6 水分管理 

江西木薯主要种植在红壤旱坡地上，7-9月降雨稀少，容易发生严重干旱。据试验，在干旱的情况

下，浇灌少量水分，就可获得较高产量。建议有灌溉条件的种植户，在木薯干旱严重时期，应尽量进行

浇灌。 

4.8.7 病虫害防治 

目前，木薯在江西种植病虫害发生虽少，但随着木薯种植年份的增加以及木薯种茎调运等因素，病

虫害发生也有不断加重的趋势。特别应注意朱砂叶螨（红蜘蛛）和细菌性枯萎病的防治。一是防治朱砂

叶螨，主要通过药剂防治，有效药剂有：阿维菌素、三氯杀螨砜、哒螨灵、齐螨素、尼索朗等。二是防

治细菌性枯萎病：（1）选用抗病品种；（2）调运、种植无病种苗；（3）与其他作物实行轮作换茬；

（4）药剂防治主要喷施农菌、中生菌素、噻菌铜、农用硫酸链霉素等进行控制。 

4.9 木薯的收获 

木薯成熟的特征是叶色稍转黄，基部老叶脱落，薯块表皮增厚，用手摩擦外表皮易脱开时，表示木

薯已成熟。在江西，加工企业一般于10月20日左右开始开榨，部分木薯开始采收，11月进入采收高峰期，

并于12月初采收基本结束。木薯收获时可用手直接拔起，也可采用简易拔薯器拔薯。大面积种植也可采

用机械设备采收。 

4.10 木薯种茎越冬贮藏 

木薯主要以营养体茎杆为繁殖体。在纬度较低的华南地区可以露天放置越冬。在江西省，则需要挖

地窖进行越冬贮藏。种茎安全越冬贮藏是制约木薯发展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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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种茎的选择要求 

选择无病虫危害、未损伤、未受霜冻、健壮成熟、叶片自然脱落的木薯茎秆作为次年种茎。在砍取

种茎时，去除茎秆上部尚未完全成熟的部分，一般以1.3 -1.5m为宜，并晾晒1-2天至种茎水分适宜。每

1捆木薯种茎一般为25-30根，不同品种分别成捆，并标记品种名称。 

4.10.2 地窖的选择及外面防雨棚的搭建 

4.10.2.1 选择地势高、背风向阳、不易渗水、易排水、有梯度的山坡处挖窖，梯壁高度高于地窖深度。 

4.10.2.2 地窖一般长为 3.0-4.0 m、宽为 1.5-2.0 m，深为 0.7-1.0 m。 

4.10.2.3 搭建一个简易弧形防雨棚，支架由 7-8 根竹片（长 4.5 m、宽 10 cm）组成，支架两端插入

地窖外沿，支架外盖农膜（长 6-8 m、宽 4 -5 m）。 

4.10.2.4 地窖周围开设排水沟，确保不渗水。 

4.10.3 木薯种茎入窖的操作要求 

入窖的时间一般以临近打霜前2-3天为宜。堆放方式以平放为宜。种茎堆放至窖口后，在种茎表层

依次盖一层茅草和遮阴网，然后铺一层干细土，再撒0.5 kg的石灰。忌用稻草替代茅草。 

4.10.4 贮藏期间的管理 

当外界气温高于6℃时，可打开防雨棚的棚膜两头通风；气温介于2-6℃之间时，可打开防雨棚的棚

膜一端，气温在低于2℃时，防雨棚应全部封闭保温防冻。贮藏期间，密切关注地窖内温度、湿度以及

木薯种茎的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4.10.5 木薯种茎出窖 

到此年2月下旬3月初，如果未遇寒潮，应把覆盖在遮阳网上的土扒掉，原有的茅草保持覆盖，弧形

薄膜防雨棚不得拆除，两端保持通风既可。种茎起窖后不宜久放，不能及时栽种的应在树阴下堆放，用

薄膜覆盖，防止爆晒或雨淋。一般在3月中下旬出窖种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