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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Statu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of Autumn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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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status of production-sale and planting technique of autumn potato were reviewed. The autumn potato

was planted in the double-cropping cultivation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 southwest mixed area. The annual planting area

was about 300 000 ha, and the total output was about 4 779 400 tons. The main cultivation technique included the

selection of seed potato, determination of sowing date, cultivation mode of mulching, and control of pests and disease. The

main problems in autumn potato industry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the low quality of seed potato, difficulties in popularizing

cultivation techniques, unstable production, and the poor market outlet.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and the guiding op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utumn potato industry we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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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了秋马铃薯的产销与种植技术现状，秋薯集中种植在中原二作区和西南混作区，全年种植面积约

30万hm2，总产量约477.94万 t；主作技术包含种薯的选择、播期的确定、覆盖栽培模式和病虫害防治等。分析了秋

马铃薯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种薯质量低，栽培技术难推广，产量不稳定和市场销路不畅等，并提出了相应的

发展策略，为秋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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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马铃薯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李 璐，李树举，杨 丹，等

马铃薯是全世界仅次于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第

四大粮食作物，在中国广泛种植。国家统计数据显

示，当前中国马铃薯种植区域与贫困区高度重叠，其

中约75%的马铃薯产自国家级贫困县区[1]，因此在

不挤占三大主粮耕地的前提下，如何提高马铃薯

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已然成为贫困地区农民脱

贫致富的重要有效途径。而在秋季利用空闲田块

播种，毋须挤占三大主粮的播种时期，既可以扩

大马铃薯种植面积，增产提收，还能增加农民经

济效益，进一步扩大马铃薯主粮化规模。本研究

从产销现状和栽培技术综述中国秋马铃薯产业发

展现状，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发展对策，

旨在为秋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1 秋马铃薯产销现状

中国马铃薯栽培区域跨度广，面积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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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33万hm2，全年总产量约9 551.5万 t[2]，种植区

域格局已基本形成，主要分为四个区：北方一作

区、中原二作区、西南单双季混作区和南方冬作

区。其中秋马铃薯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原二作

区和西南单双季混作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

河南、重庆、江淮地区，湖南湘西和湖北西南地区

也有小面积范围种植[3]。全国秋马铃薯全年种植面积

大约在30万hm2，总产量约 477.94 万 t，占全国的

5%。秋马铃薯上市时间集中在 11月下旬至 12月

中旬，虽然市面上还存有北方收获的马铃薯，但

由于贮藏时间长，外观较差，风味品质下降，且

部分马铃薯已经发芽，影响食用价值，而秋鲜薯

的适时上市不仅填补北方马铃薯收获空档期，且

由于新鲜美观，销售价格较高，一般在 2.0 元/kg
左右，部分地区甚至高达 3.0元/kg，产值可达 3.0
万元/hm2以上[4-7]，若收获期遇低价，可暂留在田

里继续生长，视价挖出销售。

2 秋马铃薯种植技术现状

2.1 种薯选择

西南单双季混作区和中原二作区气候多为亚

热带季风气候，秋季光热资源充足，雨水相对充

沛，气温由高到低、光照时间从长到短变化，前

期适合马铃薯植株生长，后期利于块茎膨大，但

有效生育期较短，常选用块茎膨大快、结薯早、

生育期短、丰产性和抗病性好的品种。种薯质量

是决定马铃薯产量的基础因素，种薯大小对马铃

薯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形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研究表明，脱毒小薯具有顶端优势，整薯播种利

于培育全苗壮苗，提高产量，选用 20~30 g小薯最

佳[8,9]。秋播种薯多为春季繁殖，秋播时还处于休

眠期，播前常用药剂赤霉素进行催芽处理，打破

休眠[10,11]，带芽播种能够有效的促进秋薯早出苗，

利于出壮苗、齐苗[12,13]。

2.2 播 期

适宜的播种时期对马铃薯高产具有重要的作

用。马铃薯植株生长的最适温度为 21 ℃左右，块

茎生长发育的最适温度为 17~19 ℃，低于 2 ℃或高

于 29 ℃时，块茎停止生长[14]。早播易遭遇高温多

雨，导致烂种缺苗，苗生长势弱，品质差，产量

低；迟播马铃薯有效生育期过短，后期易遭受早

霜冻害，导致产量低，因此秋薯需在适宜气候条

件下及时早播，延长生育期，提高产量，提升品

质。大量研究表明，秋马铃薯的最佳播期一般为

8 中下旬至 9 月上旬[1,12,15,16]，河南等地的适宜播种

时期一般为 8 月上中旬[10,11,17]。最适播期受地理环

境和气候影响，年际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具

体播期可结合当地当年具体天气而定。

2.3 覆盖模式

不同覆盖和耕作方式对秋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覆盖物有

稻草、地膜、玉米秸秆等，主要耕作模式有稻草

覆盖免耕、玉米秸秆覆盖和常规栽培等。研究表

明，稻草覆盖免耕模式能够显著提高马铃薯产量，

较常规露地栽培高 30% 以上，大小薯比例也高

23%以上[18,19]。覆盖所用稻草的干湿显著影响马铃

薯出苗率和产量的高低，干稻草覆盖的出苗率是

湿稻草的 2 倍以上，产量也较湿稻草覆盖增加 8
857.5 kg/667m2，增产 180.6%[13]。相较于其他耕作

模式，稻草覆盖模式具有操作简便、节约成本、

生态环保、改善土壤结构和经济效益高等优点，

是目前推广面积最大的秋马铃薯栽培模式。

2.4 田间管理

秋马铃薯有效生育期短，稻草覆盖后追肥困

难，播种时宜采用配方一次性施足基肥，满足马

铃薯整个生长期的需求。一般有机肥和复合肥配

合施用，有机肥 22 500~30 000 kg/hm2，三元复合

肥1 200 kg/hm2[20-22]，生长后期视苗情适当追肥。

秋马铃薯生长过程中病虫害发生较少，基本

可以做到不使用农药就能种植生产，但仍需进行

一定的防治。常选用代森锰锌、甲霜灵锰锌和多

菌灵等药剂防治早疫病和晚疫病。主要的害虫是

茶黄螨和蛴螬，茶黄螨主要集中在马铃薯嫩茎和

叶背面刺吸液汁，导致茎叶畸形，叶背面呈黄褐

色，有油质状光泽，多发生在中原二作区，可选

用克螨特乳油、三氯杀螨醇等药剂进行叶面喷施，

及时清理田间杂草，早期防治[17]。蛴螬主要为害

马铃薯的根和幼苗，可通过播种前翻晒田土、散

播80%的敌百虫可湿性粉剂进行防治[23]。

秋马铃薯一般在 12月开始收获[12]，根据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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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情况和市场需求适当延迟收获或分次收获，

这样可增加效益，但要防止迟收而遭遇早霜冻伤

薯块。

3 存在的问题

3.1 种薯来源杂，质量低

秋季种薯生产的播种密度15万株/hm2左右，用

种量4 500 kg/hm2左右，商品薯播种密度75 000株/hm2

左右，播种量2 250 kg/hm2左右[14]，近年来随着生产

面积逐渐扩大，用种量也逐渐增多，但秋种薯繁育

体系尚不健全，且调入种成本高，质量难保证。秋

播的种薯多为春收自留种或从海拔较高地区调入，

品种比较单一，多为鲜食品种。本地自留种种植多

年，种性退化严重，易携带病毒，并且农民在品种

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造成种薯质量得不到保

证，导致产量低；调入种经长途运输，价格较高，

一般在2.5~3.0元/kg，投入种薯9 000元/hm2左右，且

种薯多处于休眠阶段，常需进行催芽处理，打破休

眠[24]，若直接播种，出芽困难或出苗不整齐，严重

影响秋薯后期生长膨大。

3.2 产量不稳定，经济效益差

由于气候因素制约或人为因素，常影响前茬

作物水稻延迟成熟，不能及时收获致使秋薯推迟

播种。秋季有效生育期较短，光温条件十分有限，

虽然马铃薯生育期内光照长度逐渐变短有利于块

茎形成，但后期降水也逐渐减少，容易造成块茎

膨大期缺水，日照时数的减少亦不利于干物质积

累。晚秋气温骤降，易遭受早霜危害，严重影响

产量。张光明[24]研究表明，由于早霜危害导致不

能正常收获的种植几率为 60%。此外，没有形成

统一的生产种植规划，多由农户自发种植，生产

水平差异较大[25]。

3.3 市场销路不畅

虽然秋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块茎商品

性好，但由于没有形成产业和规模化种植，很难

在市场有畅销之路。目前秋马铃薯主作菜用，农

户零星种植，很大程度上用于自给，剩余部分供

给当地市场零星销售，无法成批供给，很难打开

外销市场，严重影响种植户的积极性，形成种植

积极性低与市场难销售的恶性循环局面。

3.4 栽培技术难推广

目前应用推广面积最大的是稻草覆盖秋马铃

薯免耕栽培技术，虽然技术成熟实用，增收节支

效果明显，但是应用中需要大量的稻草，一般稻

草覆盖厚度8~10 cm，即种植每公顷稻草覆盖的秋

马铃薯需 3 hm2稻田的稻草[24]，小面积种植没有困

难，大面积种植则很难满足稻草需求量，并且水

稻实行机械收割后可使用的稻草量大幅减少，稻

草资源有限使得这项技术难以在推广应用中成片

种植，规模性生产，同时稻草覆盖厚度也会影响

秋薯出苗率和块茎形成，稻草过薄或不干容易产

生绿薯，严重影响商品性。

4 对策与展望

4.1 建立种薯繁殖基地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是秋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基

础，按照原原种、原种、一级良种的繁育流程建

立三级良种繁育体系。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

依靠当地政府的组织领导，以科研院所、农业局

等相关单位为技术依托，鼓励、引导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参与种薯繁育体系建设，整合资源，根据

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相应种薯繁育比例，逐步建设

由政府推动、科技参与、企业运作的种薯繁育体

系。

4.2 加大科技服务，提高生产水平

加强农技人员队伍建设，强化管理，全面培

训，提高专技人员整体素质。开展多形式、多层

次的种植户技术培训，使农户熟练掌握马铃薯高

产栽培技术，提高农户种植水平。积极引进高

产、早熟、抗性强的优良品种，加大品种结

构调整，加快品种的更新换代，不断提高良

种推广度。加快秋马铃薯栽培技术的集成创

新，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开

展优质高产标准化栽培技术的研究、示范和

推广工作，不断提高技术推广覆盖度，提高秋马

铃薯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

4.3 加强市场建设，推进产业化经营

建立市场信息服务网，加强马铃薯产销信息

服务，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加强种植基地、产地

批发市场和区域性交易市场三者之间的联系，强

秋马铃薯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李 璐，李树举，杨 丹，等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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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与市场的衔接。培育营销合作组织，鼓励

支持“企业 + 农户”“合作社 + 农户”“企业 + 合作

社 + 农户”多种合作模式共同发展，以销定产，发

展订单生产，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提高秋马铃薯

生产和销售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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