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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Potato crops are grown in all counties and cities in Dali Prefecture throughout the year due to its diversity

of landforms, climate types, and the strong vitality and wide adaptability of potatoes. According to the growing season,

the potato planting could be grouped into five types: spring, early spring, autumn, winter and late-early spring season.

The potato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Dali Prefecture was introduced in detail from the aspects of planting

situ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iming at providing advic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Dali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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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凭借大理州地形地貌及气候类型的多样性，依靠马铃薯顽强的生命力及广泛的适应性，大理州各个县市一年

四季都有马铃薯种植。根据生长季节的不同，大理州马铃薯可细分为五个种植类型：大春马铃薯、小春马铃薯、秋马铃薯、

冬马铃薯和早春马铃薯。从种植情况、优势及不足方面详细介绍了大理州不同季节的马铃薯生产情况，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旨在为助推大理州马铃薯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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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盆坝面积约

8%，山地面积约 92%[1]。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夏秋多雨，冬春多旱。气

温随海拔高度增高而降低，具有河谷热、坝区

暖、山区凉、高山寒的立体气候特点。降雨量随

海拔高度增高而增多，具有山区比坝区多，河谷

比坝区少的分布特征。凭借大理州地形地貌及气

候类型的多样性，依靠马铃薯顽强的生命力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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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适应性，大理州各个县市一年四季都有马铃薯

种植，形成了大理州马铃薯周年生产、四季供应的

产业优势 [2-7]。根据 2022年大理州统计年鉴数据，

2021年大理州马铃薯全年种植面积为 17 442 hm2，

占全州粮食播种面积的 5.87%，总产 400 092 t，
按 5:1系数折粮后，占全州粮食总产的 4.79%[8]。

大理州生产的马铃薯用途较多元化，有作为菜用

和加工用销往各地的商品薯，作为冬作、小春马

铃薯生产的种薯，还有作为粮菜饲的自用部分，

既是薯农的口粮，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9-12]。根据

生长季节的不同，大理州马铃薯可细分为五个种

植类型：大春马铃薯、小春马铃薯、秋马铃薯、

冬马铃薯和早春马铃薯。本文从种植情况、优势

及不足方面分别介绍了大理州马铃薯的四季种植

情况，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为助推大理州马

铃薯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1 大春马铃薯

1.1 种植情况

大春马铃薯是大理州最传统的马铃薯种植类

型，也是主要种植类型，其种植面积较大，2021
年全州大春马铃薯种植面积 7 300 hm2左右，总产

约 170 000 t[8]。大理州大春马铃薯种植在海拔

2 500~3 200 m的高海拔山区，种植范围较广，全

州各县市均有种植，主要分布于剑川、洱源、鹤

庆、云龙等县，一般每年 2~3月播种，8~9月收

获，主要种植品种为‘丽薯 6号’‘丽薯 7号’‘合作

88’‘青薯 9号’和‘剑川红’。常为一年一熟，或与

大麦、蔓菁、萝卜等作物轮作，一年两熟。一般

采用单垄单行方式种植，少部分地区采用抱窝塘

（沿着山坡用锄头挖塘，每塘播一株，一塘接一

塘，如鱼鳞般排列）或结合地膜覆盖技术种植。大

春马铃薯栽培区因分布于高海拔山区，气候冷

凉、虫害少，地块间距离较远，且常被山林隔断

成一个个小环境，阻断了病虫害的相互传播，也

有效遏制了马铃薯病毒病的相互侵染，马铃薯种

性退化慢，是优质脱毒种薯产区。大春马铃薯除

了少部分作为老百姓粮、菜、饲自用，一部分作

为商品薯销售外，主要作为种薯销往州内、云南

省其他地区及东南亚等地。

1.2 优势及不足

随着政府及农业相关部门对普及马铃薯脱毒

种薯的宣传和支持力度的加大，薯农选择脱毒种

薯意识不断增强，大理州脱毒种薯生产面积逐渐

扩大。近年来，大理州马铃薯种薯生产及销售形

势较好，各地成立了许多生产和销售马铃薯种薯

的新型经营主体，也吸引了州外一些种薯生产及

销售企业加入，如英茂种业有限公司，带动了大

理州内生产的种薯销往州内外及东南亚等地。由

于大理州优越的种薯生产条件及规范的种植管理

技术，大理州生产的脱毒种薯质量上乘，各地客

商对大理州种薯的购买意向不断增强，市场占有

率逐渐增大，薯农增加了收入，也提高了种植脱

毒种薯的积极性。目前，大理州脱毒种薯生产及

销售已趋于成熟，市场日趋稳定。

但大理州大春种植的马铃薯品种较单一，‘丽

薯 6号’‘丽薯 7号’和‘青薯 9号’已种植多年，由

于对晚疫病抗性偏弱，大春种植存在一定生产风

险，且销售前景不容乐观，薯农及市场期盼更

多、更好的新品种育成并投入生产，为大理州脱

毒种薯生产及销售注入新的血液。大理州脱毒种

薯原原种的供应明显不足，像英茂种业有限公司

这样建有组培室、原原种生产大棚的企业可自己

生产原原种用于脱毒种薯的生产，但很多小公司

及合作社没有原原种生产条件，只能依靠州、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少量提供或通过向原原种生产企

业购买种薯，而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产量有

限，大理州及云南省其他地区又缺乏正规且具规

模的原原种生产公司、企业，所以用于脱毒种薯

生产的原原种缺口较大，且良莠不齐，严重制约

着大理州马铃薯脱毒种薯产业发展。

2 小春马铃薯

2.1 种植情况

小春马铃薯是大理州坝区广泛种植的一种种

植类型，也是大理州除脱毒种薯之外的又一优

势，2021年大理州小春马铃薯种植面积 8 000 hm2

左右，总产约 190 000 t[8]。小春马铃薯种植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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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1 800~2 200 m的中海拔坝区，主要分布于大理

市及弥渡、洱源、剑川、祥云等县，一般 12月至

次年 1月播种，4~5月收获，主要种植品种为‘丽

薯 6号’‘青薯 9号’和‘丽薯 7号’。常与水稻、玉

米、蔬菜等作物轮作，一年两至三熟制。随着洱

海保护工作的有序推进以及节水栽培技术的推

广，大理州小春马铃薯种植逐渐采用单垄单行、

大垄双行结合地膜覆盖的种植技术，地膜覆盖有

效减少了土壤水分蒸发，提高了水分利用率，缓

解了缺水干旱对马铃薯生长的影响。大理州小春

马铃薯主要作为菜用及加工原料商品薯。

2.2 优势及不足

大理州小春马铃薯作为淡季蔬菜的补充和加

工原料，由于填补了市场空缺，销售价格较好，

且随着洱海保护工作的推进，马铃薯作为低肥、

低农药残留的理想作物被推广种植，近年来种植

面积逐渐扩大。但大理州小春专用马铃薯品种缺

乏，现有品种生育期偏长，需 100~120 d，且品

种类型较少，优良加工型品种缺乏，开发利用及

销售渠道单一，限制了大理州小春马铃薯的进一

步发展。生产的盲目性，供需不稳定、不平衡，

造成近年来小春马铃薯价格波动较大。同时，受

全球变暖及多年持续干旱的影响，小春马铃薯病

虫害发生日趋严重，尤其块茎蛾的普遍传播，对

大理州小春甚至全年马铃薯生产、销售都带来较

大影响。小春地膜覆盖种植虽然缓解了缺水干旱

对马铃薯生长的影响，但地膜透气性差，潮湿地

块容易引起马铃薯粉痂病的大量发生，化学试剂

很难防治，且病原菌孢子体存活时间长，近年来

有普遍发生的趋势，给小春马铃薯生产和销售带

来一定影响。

3 秋马铃薯

3.1 种植情况

近年来，大理州秋马铃薯种植面积逐渐缩

减，2021年全州秋马铃薯种植面积不到 670 hm2[8]。

大理州秋马铃薯种植在海拔1 800~2 200 m的中海

拔坝区，主要分布于大理市及祥云、弥渡等县，

一般 7~8月播种，11~12月收获，主要种植品种

为‘丽薯6号’和‘青薯9号’。常与烤烟、蔬菜等作

物轮作，一年两至三熟制。一般采用单垄单行、

大垄双行技术种植。秋马铃薯主要作为菜用商品

薯销售，还可作为大春用种。

3.2 优势及不足

大理州秋马铃薯是利用大春收获后、小春播

种前有限的秋冬季空窗期进行，合理安排可多收

获一季。秋马铃薯种植期间气温逐渐降低、虫害

较少，有效避免了马铃薯病毒病的发生及传播，

不易引起种性退化，且坝区土壤肥沃、灌溉条件

好，可以马铃薯原种或种薯生产为目的，为大春

马铃薯脱毒种薯及商品薯生产提供种薯。但秋马

铃薯种植主要利用空窗期，有时还需提前收获为

小春播种腾地，所以栽培时间较短，且生长期间

正值雨季，雨水多、湿度大，马铃薯晚疫病发生

严重，所以秋马铃薯产量一般低于其他栽培季

节。秋马铃薯块茎不耐贮藏，收获后，短期内容

易出现块茎变绿、口感发麻的现象，作为商品薯

销售存在一定影响。

4 冬马铃薯

4.1 种植情况

大理州冬马铃薯种植较分散且适宜种植面积

有限，2021年全州冬马铃薯种植面积1 300 hm2左

右，总产约 40 000 t[8]。大理州冬马铃薯种植在海

拔1 000~1 800 m的终年无霜热带坝区和低海拔干

热河谷，主要分布于南涧、弥渡、漾濞等县，一

般 10~11月播种，2~3月收获，主要种植品种为

‘丽薯6号’和‘合作88’。常与水稻、玉米等作物轮

作，一年两熟制。一般采用单垄单行、大垄双行

结合地膜覆盖技术种植。但冬马铃薯主要利用冬

闲田进行马铃薯种植，栽培时间较短，生产的马

铃薯主要作为菜用和加工原料的商品薯进行销售。

4.2 优势及不足

大理州冬马铃薯产量较高，且上市时间恰逢

北方蔬菜市场淡季，刚好可弥补市场空缺，所以

价格偏高，近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冬马铃薯

栽培时间有限，而目前种植的马铃薯品种生育期

偏长，且品种类型单一，缺乏占有省外市场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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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及中早熟优势品种。

5 早春马铃薯

5.1 种植情况

大理州早春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小，一般种植

在土壤结构好、夜间回潮、含水量高、海拔

2 200~2 500 m的中高海拔山区和半山区，主要分

布于剑川、鹤庆、洱源等县，一般1~2月播种，6~
7月收获。和大春马铃薯一样，主要种植品种为‘丽

薯6号’‘青薯9号’‘合作88’‘丽薯7号’和‘剑川红’。

常与大麦、蔓菁、萝卜等作物轮作，一年两熟

制。一般采用单垄单行技术种植，部分地区采用

抱窝塘或结合地膜覆盖技术种植。早春马铃薯主

要作为菜用型商品薯进行销售，或作为冬作、小

春马铃薯种薯。

5.2 优势及不足

大理州早春马铃薯种植和收获时间较大春马

铃薯提前 1~2个月，若用做冬马铃薯种薯，因有

足够的时间度过休眠期，是冬马铃薯种薯的理想

选择，且早春马铃薯早于大春收获，因提前上

市，价格略高于大春马铃薯，所以市场和价格更

具优势。但早春马铃薯只能在特殊的夜潮地块种

植，适宜种植的区域有限，种植面积较小，不具

规模，所以发展受限。

6 大理州马铃薯种植建议

6.1 加大新品种选育及推广力度

目前，大理州马铃薯种植品种单一、缺乏适

应各季生产的优良新品种，严重限制了大理州马

铃薯产业发展，既是摆在育种及推广部门面前的

一大难题和挑战，同时也给品种选育与推广工作

带来重要契机。马铃薯育种单位应准确把握生产

和市场机遇，加大优良目标新品种的定向选育力

度，为大理州马铃薯品种更替勇挑重担。政府及

推广部门应加大本地选育及外引马铃薯新品种的

试验示范及推广力度，为优良新品种应用生产及

投放市场提供政策及技术支撑。

6.2 加快栽培技术研究应用

良种还需与良法配套，农业相关部门可针对

大理州不同地区、不同季节马铃薯生产，提供相

应的品种选择建议，并加大配套栽培技术的深入

研究和应用推广，减少老百姓对马铃薯种植的盲

目性和随意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

同时，继续宣传和扶持小型机械应用于马铃薯生

产，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

的矛盾。继续加大脱毒种薯应用生产的宣传，提

高脱毒种薯普及率。

6.3 严把种薯生产关键环节

大理州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存在一定优势，

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大理州脱毒种薯生产的源

头，即原原种供应不足及质量参差不齐，由于本

地农业部门原原种生产条件有限，不能满足长

期、大量的原原种需求，本地及临近州市也缺乏专

业生产原原种的公司企业，只有通过扶持和建立一

批原原种生产公司企业或组织，才能为大理州脱毒

种薯生产提供源头保障。农业部门应加大马铃薯脱

毒种薯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服务指导，为种薯生产提

供技术支持。种薯生产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专业素

质提升，以更专业、有效的措施严把种薯生产质

量。引导种薯生产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感，在保障

公司利益的同时，为增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振

兴、引领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献策献力。

6.4 有效构建宏观调控体系

大理州马铃薯产业发展在产供销上均存在一

定盲目性，可建立马铃薯产业发展信息平台，构

建宏观调控体系，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季节和不

同需求的马铃薯种植提供品种选择建议及技术指

导，还可将种植面积、品种结构进行统计，将天

气预警、市场行情、风险评估等各类信息纳入其

中，为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宏观指导和信息服务。

6.5 深入研究病虫害防治技术

由于种薯、商品薯的跨区域调运，以及大理

州常年干旱、降雨不均，近年来，马铃薯疮痂

病、粉痂病等土传病害及块茎蛾等虫害发生普遍

且日趋严重，由于土传病害的病原菌存活时间

长、难于根治，块茎蛾的多世代交替及高繁殖

率，给此类病虫害的防治带来较大困难，同时也

严重影响了大理州马铃薯的生产和销售，植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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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科研机构可加强相关病虫害的防治研究，构

建马铃薯重要病虫害的预警系统，制定统防统治

措施，为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保护屏障。

6.6 因地因季打造马铃薯优势产业

大理州可根据各县市不同季节马铃薯生产的

特点和需求，因地制宜、因季制宜找准定位，分

别打造马铃薯优势产业。大春以生产优质脱毒种

薯为主要目标，为州内外及东南亚地区提供大

春、小春和冬作用种；秋作选择土壤及生产条件

较好的坝区，以生产原种和种薯为目的，为大春

脱毒种薯生产及商品薯生产提供种薯；早春以生

产优质脱毒种薯为主，为大理州、云南省其他地

区的冬马铃薯生产提供种薯；小春以生产优质、特

色、多用途的商品薯为主，为蔬菜市场和加工企业

提供菜用薯和原料薯；冬作以生产高产、优质菜

用商品薯为主，填补蔬菜供应淡季的菜用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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