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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扬)黄灌区甘薯生产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起草组组成成员及其所做的主要

工作：

本标准任务来源：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宁夏中部干旱带优势特色植物水

肥药一体化调控技术与设备研发”（2017BN0102）；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业国际交流

与合作项目 “国外优质甘薯资源引进试验示范”、“以色列水肥一体化管控技术在甘

薯栽培种植的试验示范”、“国外优质甘薯、樱桃番茄资源引进试验示范”；自治区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日本甘薯优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及产业化开发”（2019BEH03006）。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协作单位：徐州市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银川市兴庆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要起草人：张丽娟、

曲继松、朱倩楠、唐忠厚，起草组组成成员包括：张丽娟、曲继松、朱倩楠、唐忠厚、

杜涵、秦小军、杜慧莹、雷晓萍、高丽红、周丽娜、路洁、李述成，田永强、黄灵丹、

田兴武、郭永婷、左佳伟、何玲、王志强、颜秀娟。其中张丽娟、杜涵、李述成、田

永强、黄灵丹负责撰写产地条件和育苗部分，朱倩楠、杜慧莹、雷晓萍、左佳伟、何

玲负责撰写选地与整地部分，曲继松、秦小军、周丽娜、路洁、王志强负责撰写定植

和田间管理部分，唐忠厚、高丽红、田兴武、郭永婷、颜秀娟负责撰写病虫害防治和

收获部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甘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具有高产稳产、适应性广、功能多元化等特点，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的

调整和甘薯保健营养成分被人们所认识，甘薯的利用受到更高的重视，并被尊称为“最

佳防癌保健食品”、“航天食品”、“蔬菜皇后”、降胆固醇的“状元”和“长寿食品”

等，是世界公认的营养食物。依据我区土壤气候特点适宜发展甘薯产业的优势，针对

甘薯产业中主栽品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甘薯品质有待提升，栽培技术急需规范等问

题，项目以西部地区鲜食甘薯品种性状提升和更新换代，以及在我区特定的土壤地理

环境条件下，甘薯栽培模式、水肥一体化、农机农艺融合等技术的集成应用，促进我

区甘薯产业发展为目标，努力打造“西繁东种”的种薯繁育样板基地。带动区内甘薯

产业化发展，打造宁夏特有的绿色甘薯品牌，助推种植结构转型调整、充分发挥甘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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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贫困地区的产业示范引领和巩固脱贫成效的积极作用。

因此，对甘薯生产的要求日趋规范，农业生产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结合宁夏露

地甘薯生产的实际情况，制定“引(扬)黄灌区甘薯生产技术规程”，使用本规程可有效

控制甘薯生产灌溉水质量、农药种类及农药和化肥投入量结合农艺措施等，减少农用

化学品的投入和残留，提高水肥利用率，有效保护环境，保障甘薯食品安全；可使宁

夏露地甘薯生产有章可循，有利于生产出品质较为一致的产品，从而满足市场需求，

利于甘薯生产和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农民收益，对促进宁夏甘薯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近10年项目组在中部干旱带（同心县、海原县）、干旱风沙区（盐池县）、引黄灌

区（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等地进行甘薯试验示范工作，在承担相关项目的同时，

与地方农业部门开展联合攻关，结合宁夏气候环境、土壤特点，开展了引(扬)黄灌区

甘薯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试验、示范，示范区紫心甘薯商品薯产量为1200-1500kg/667m2，

按市场价6元/ kg计算，效益为7200-9000元/667m2，甘薯产量为2000-2500kg/667m2，

按市场价3元/ kg计算，效益为6000-7500元/667m2。经过15年的工作积累，总结完善了

引(扬)黄灌区甘薯生产技术，取得了明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修订前的地方标准为项目组在2007-2013年承担项目的技术及经验总结，本标准以

课题组自2017年至2021承担的科研项目为依托，通过对引进国内外的28个甘薯品种进

行栽培适应性比较，筛选出适宜引(扬)黄灌区种植的优质品种：烟薯25、济薯26、普

薯32、龙薯9号和金时。同时项目开展平铺假植育苗技术研究，明确甘薯最优种植的

株行距，确定了最佳定植时间，提出高垄单行、黑膜，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

式，较同区域露地作物节水20%以上，新增效益达到1000元-1500元/亩，基于上述提

出的引(扬)黄灌区甘薯生产技术规程，为规范宁夏引(扬)黄灌区甘薯标准化生产提供技

术指导。在经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广泛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完成了该标准的制定。该

标准已列入自治区2023年年度技术标准制定计划。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关系

1、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2、本标准技术指标的确定，总结了甘薯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借鉴行业内相关技

术标准，结合多年从事试验和示范的基础，通过对甘薯的研究，以科研试验中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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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为依据。同时，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和产业政策提出“引(扬)黄灌区甘

薯生产技术规程”。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等

1、本标准的的引用文件均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国内同类标准比较，处于领

先水平。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统一的“槽式温室设计与建造技术规程”，规范了产

地条件、育苗、选地与整地、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收获等技术要求。

2、本标准针对宁夏槽式温室设计建造过程中的产地条件、育苗、选地与整地、

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收获等各个环节制定，试验数据准确可靠，符合实际

生产需要，适于现场操作和指导，能够保障装槽式温室设计与建造后实现高效、优质、

绿色等目标。

3、试验验证

3.1 干旱区露地甘薯优新品种适应性栽培比较研究。在孙家滩设施农业核心示范

区，对引进的日本甘薯品种“金时”、“高系 14”、“安纳芋”，以及国内多家主要从事

甘薯种质资源利用的科研单位收集引进的优质甘薯种质资源共 23个品种，从植株及

薯块的农艺性状、生物质量积累特性及品质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栽培适应性比较研究，

结果为烟薯 25、济薯 26、普薯 32、龙薯 9号和金时产量高、品质好，为西北干旱区

种植推荐品种。

3.2 不同假植繁育方式对甘薯幼苗生长发育的影响。为加快甘薯育苗生长速度，

提高甘薯育苗繁殖系数，探寻较为理想的甘薯假植育苗方式，在吴忠市孙家滩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的山东二代型日光温室内，以日本引进品种“高系 14”甘薯扦插茎段苗为

供试材料，分别采用平铺法、干旱胁迫法、斜插打顶法和斜插法（CK）4种不同假植

方式扦插甘薯茎段苗，观测其在这不同假植繁育方式下的主蔓长势、茎粗、生根数、

分蘖数及最长的三个侧枝的生长势等指标。结果表明：利用平铺法这种假植繁育方法

能够促进甘薯藤蔓的生长速度，苗期生长 60d时，主蔓长度可以达到 127.4cm，最长

侧蔓长度可以达到 80.6cm；藤蔓越粗代表着其营养物质积累量越多，植株越健壮，经

过 60d的培养，利用平铺法和打顶法培育的甘薯苗三条侧蔓的直径均在 0.5cm以上，

已达到可以移栽要求的标准；平铺法处理的甘薯苗单株剪苗剪苗量为 19.1196株且总

剪苗量为 928株，相较于其他处理方法得到的苗最多，建议使用平铺法这种假植繁育

方式繁育甘薯苗。

3.3 明确西北干旱区露地甘薯科学合理的定植密度。在宁夏吴忠市孙家滩设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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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核心示范区，以“烟薯 25”为供试材料，将“烟薯 25”的脱毒种苗于 2019年 5中

旬统一定植，定植行距 50cm，株距按 20cm（D1）、25 cm（D2）、30 cm（D3）、40 cm

（D4）、50 cm（D5），设 5个处理，甘薯定植后定期测定甘薯生长指标、叶绿素 SPAD

值及各部位物质积累等，10月初统一采收。结果：从地上部植株长势、叶绿素 SPAD

值及鲜、干生物质量来看，D4在结薯前期主蔓及叶片长势较强，采收时，D4的叶、

茎干物质量较低；开始结薯后，D5 的单株生物质量持续最高，同时叶绿素 SPAD值

也最高，说明光合作用及物质积累最强，薯块产量最高，D5根和薯块的干物质含量

较低；D2的主蔓及叶片长势相对较弱，但干物质含量较高；D1在 9.4时薯块鲜重最

大，此时为最佳采收期；其他处理的最佳采收期均在 10月初；D5的各部分鲜重表现

明显优于其他处理，其次是 D4，采收时 D5单株产量 2384.58g，D4为 1497.51g，D2

为 1443.31g，但单位面积产量 D5为 6358kg/667m2，D2为 7696 kg/667m2，所以“烟

薯 25”定植株距 50 cm的单株表现最优，单从亩产量来看 D2（株距 25cm）最高，要

提前收获（9月初），定植株距可选择 D1的 20cm。

3.4 明确宁夏甘薯露地栽培科学合理的定植时期。在宁夏吴忠市孙家滩设施农业

核心示范区，以“烟薯 25”为供试材料，将“烟薯 25”的脱毒种苗自 5月 19日起分

7个不同日期定植，具体定植时间分别为：T1（5月 19日）、T2（5月 24日）、T3（5

月 29日）、T4（6月 5日）、T5（6月 10日）、T6（6月 15日）、T7（6月 19日），10

月 5日同时统一采收。甘薯定植后定期测定甘薯生长指标、叶绿素 SPAD值及各部位

鲜、干物质含量（叶、茎、根、薯块），采收后测定不同定植时间甘薯的品质指标。

结果：从甘薯地上部植株长势、叶绿素 SPAD值及鲜、干生物质量来看，虽然 T3植

株地上长势，表现最优，其次 T1、T2，但叶绿素 SPAD值及生物质量方面，甘薯各

部分均随定植时间延后而降低，即 T1表现最优。尤其是产量方面，T1和 T2在 9月

初至 10月均可采收，同一定植时间不同时间采收产量差别不大，但 T1的产量比 T2

高出 68.22%，T1有明显的产量优势；品质指标中 T1的粗纤维含量较低，仅高于 T7，

淀粉含量最高。即不同定植时间的 T1明显优于其他时间，其次是 T2、T3，即“烟薯

25”在西北干旱区的气候条件下 5月 19日前后定植最适宜。

3.5 西北干旱区露地甘薯栽培模式比较。

2019、2020和 2021年分别在吴忠孙家滩宁夏昊润昇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

和银川市金凤区金沙林场五站陆丰家庭农场进行露地甘薯栽培模式的试验示范，试验

品种为烟薯 25和普薯 32（西瓜红）。2019年采用高畦双行定植，先覆黑色地膜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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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采用膜下滴灌，定植密度 3500株/亩。定植后薯苗成活率达到 89%，全生育期用

水量为 127m3/667m2，烟薯 25产量为 2850kg/667m2，普薯 32为 2665kg/667m2。2020

年采用高垄单行定植，先定植后覆膜（按照西安附近的种植经验），覆白色地膜（双

垄一膜），3100株/亩，定植后薯苗成活率达到 96%，全生育期用水量为 141m3/667m2，

烟薯 25产量为 2680kg/667m2，普薯 32为 2570kg/667m2。用水量增加、甘薯产量低的

主要原因是白膜无法抑制杂草生长，致使生长中后期地膜被破坏严重，田块蒸发量较

大，同时杂草生长旺盛抑制甘薯生长，故覆白膜模式不可取。2021年采用采用高垄单

行定植，先覆膜后定植，覆黑色地膜（一垄一膜），灌溉方式采用膜下滴灌，3100株/

亩，定植后薯苗成活率达到 95%，全生育期用水量为 131m3/667m2，烟薯 25 产量为

3280kg/667m2，普薯 32为 3070kg/667m2。较 2019年用水量稍高，但产量明显增加，

建议推广此种模式。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八、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无涉及授权专利。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引(扬)黄灌区甘薯生产技术规程”起草小组

2023年 9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