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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f potato seed supply system, disease, mechanization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in Chongqing City, four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view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e. breeding potato varieties for a specific market and improving seed potato production system for a better

economic retur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integrated control of late blight, promoting mechanization in potato produc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ne extension five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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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重庆市在马铃薯种薯繁供体系、病害研究、机械化和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情况，针对重庆市

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增强品种选育针对性、促进种薯繁供体系建设提质增效，强化马铃薯晚疫病

综合防控技术研究，推进马铃薯机械化进程，实施马铃薯种植“一推五改”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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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具有适种区域广、产量高和营养成分全

面等特点，是集粮、菜、饲和加工为一体的粮食作

物 [1]。重庆市属西南山区，土层深厚，土质疏松，

土壤富含钾，并且雨量、热量分布与马铃薯块茎生

长膨大期同步，非常适合马铃薯生长，具有种植马

铃薯的良好气候资源优势[2]。目前重庆市马铃薯常

年种植面积为 36.67万 hm2，产量约 600万 t，面积

和产量均位列全国第 6[2]。近年来，重庆市在马铃

薯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建设、病害防治、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研究与推广方面发展较快，马铃薯全程机械

化研究也进行了一定尝试，取得了较好效果。但

是，重庆市马铃薯产业存在着种植方式传统、管理

方式粗放、集约化程度低、加工技术落后等一系列

问题[3]。在近年研究重庆马铃薯产业相关发展情况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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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针对目前重庆马铃薯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

问题，提出了相关发展建议，以期为重庆市马铃薯

产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借鉴。

1 重庆市马铃薯研究现状

1.1 脱毒种薯繁供体系建设

重庆市已经建立了从原原种→一级原种→二级

原种→生产良种的 4 级种薯繁育体系，形成了

“市、县、乡、村”4级种薯繁供体系，积累了茎尖

脱毒、病毒检测、试管苗快繁、种薯分级扩繁、推

广、产业化的技术和经验[4]。目前重庆市开展马铃

薯脱毒种薯繁育研究的机构主要有：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西南大学、重庆市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陵山研究院、巫溪

县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中心和重庆三峡农业科学院

等单位。其中，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和重庆市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武陵山研究院在茎尖脱毒、试管苗繁

育、水培苗繁育、原原种和原种生产及推广方面也

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特别是水培苗生产以及水培

苗高山直栽生产原原种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该

机构正着力开展马铃薯雾培技术研究，将对重庆市

种薯繁供体系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1.2 主要病害研究

马铃薯晚疫病是马铃薯种植的主要病害之一，

是马铃薯生产过程中最致命、具有毁灭性的病害。

晚疫病是由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 (Mont.)
de Bary）引起，一旦晚疫病没有得到有效防治，将

对马铃薯生产带来毁灭性打击，造成马铃薯严重减

产、农民收入锐减。所以开展马铃薯晚疫病研究，

有效防控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及蔓延，是确保马铃

薯产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赵青[5]从表现型和基因型两方面对川渝地区马

铃薯晚疫病菌的种群多态性进行了分析。表现型主

要从交配型、对甲霜灵抗药性和生理小种3方面进

行了研究，并且进行了SSR基因型的分析。对交配

型的测定结果显示，被测的 43株四川和重庆的马

铃薯晚疫病菌中，A1交配型、A2交配型和自育型

分别占被测菌株的 4.7%、67.4%和 27.9%。对甲霜

灵的抗药性测定结果得到了敏感性菌株、中抗菌株

和高抗菌株 3种类型的菌株，分别占供试菌株的

7%、51.2%和41.8%。从这43个菌株的群体中鉴定

出了 11个生理小种，从 11个生理小种中鉴定出了

11 株全毒力小种，占供试菌株的 25.58%，发生频

率最高。对基因型的测定只进行了SSR分子标记分

析，在供试材料中共测得 10种 SSR基因型，16个
SSR 位点，平均每个标记含 3.2 个位点，多态性信

息含量平均值为 0.46。该研究为重庆市晚疫病的有

效防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黄振霖等[6]对重庆马铃薯晚疫病发生原因进行

了研究并提出了防治对策。认为晚疫病发生原因主

要有品种抗性、气候条件和初次侵染源量大等，防

治对策主要有选育和推广抗病品种、选用脱毒种

薯、改进栽培措施、加强病情监测预报、集中开展

统防统治工作等。

李明聪[7]通过对银发利和克露等10种新药剂对

马铃薯晚疫病防治试验研究发现，破菌、克露、甲

霜锰锌和银发利4种药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

果、产量指标与对照组相比均达到极显著差异水

平，与对照相比分别增产168.8％、176.8％、191.4％
和192.7％。银法利、甲霜锰锌防治效果最好、增产

效果显著。破菌、克露和代森锰锌防治效果次之，

增产效果比较明显。

吴畏[8]在重庆市马铃薯主要种植区开展了病毒

病田间调查，利用RT-PCR和Dot-ELISA技术进行

了病原种类的鉴定。结果显示马铃薯病毒病主要症

状有：花叶、卷叶、畸形、黄化和坏死。通过检测

显示主要有以下 10 种病毒侵染：PVX、PVY、

TMV、CMV、ToMV、PVA、PVS、PVM、BBWV-2
和TuMV。其中，PVX为优势毒源、PVM的检出率

最低、CMVI是优势CMV亚组类型。研究发现病毒

复合侵染现象严重且类型复杂多样，在 94.63％的

样品中检测到了２种以上病毒复合侵染。

1.3 马铃薯机械化

当前，农业生产面临农村劳动力人口短缺、人

工成本费用高等问题，重庆市属西南山区，受地理

条件制约，应用农业机械难度大、技术要求高，马

铃薯机械化起步晚、发展较为缓慢。

柯剑鸿等[9]研究认为，当下的主要任务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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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马铃薯机械化种植和收获技术，如何选择一款

适合山区的马铃薯机械对实现西南山区马铃薯种植

和收获的机械化是非常重要的。在机械选择上要根

据山地的实际情况，了解该机械的性能，2cM-2-1
型马铃薯种植播种机是一款非常适合山地使用的马

铃薯机械。聂华林[10]开展了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产

探索，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产较传统人工种植经济

效益增长了231.5％。李善斌[11]以重庆市马铃薯全程

机械化技术推广实践为例，总结了整地种植阶段、

日常管理阶段、收获运输阶段机械化应用实施情况。

1.4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重庆市属西南山区，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农

业基础较为薄弱，农业生产方式传统、粗放，农业

生产力水平偏低。在市、县、乡各级农业技术推广

人员的不懈努力下，马铃薯种植技术水平在近年来

得到了大幅提升，良种良法推广率逐年攀升。主要

提倡“一推四改”，即：推广高产高抗晚疫病脱毒良

种、改平作为起垄栽培、改稀大窝为合理密植、改

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改见病防治为预防为主的专

业化统防统治。通过“一推四改”实现了马铃薯栽培

的高产高效，提升了马铃薯种植效益，促进了农户

增收，为重庆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存在问题

马铃薯产业是重庆市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

部分，发展马铃薯对保障重庆市粮食安全和菜篮子

工程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目前重庆市马铃薯产业发

展存在一系列问题。

（1）良种种薯繁供能力不足；

（2）栽培及管理技术传统；

（3）机械化的推广难度大、普及率低；

（4）马铃薯生产效率低和种植效益不高。

解决上述问题是实现重庆市马铃薯种植提质增

效，推动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3 建 议

3.1 增强品种选育针对性，促进种薯繁供体系建

设提质增效

最近几年重庆市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方面取得

了较好成绩，主要选育的马铃薯品种有：‘渝马铃

薯 1号’、‘渝马铃薯 3号’、‘渝马铃薯 5号’、‘渝

马铃薯6号’、‘渝马铃薯7号’和‘渝马铃薯8号’，但

是选育的新品种多为鲜食品种，加工型品种少，此

外马铃薯新贵——紫色马铃薯因为其营养丰富，兼

有一定的食疗保健功效，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

睐，市场潜力巨大。所以，今后的育种工作应该加

强对适合加工、以及紫色、彩色马铃薯等名优特马

铃薯品种选育，由传统育种向有针对性的品质育种

上转变。

在种薯繁供体系建设上，应进一步提高科技含

量，实行标准化生产，强化种薯生产的过程监管，

严格种薯病毒检测，建立种薯生产销售监测机构，

确保种薯质量符合行业标准。同时，根据市场需

要，积极引进推广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种，狠抓优质

脱毒种薯选育及推广工作。

3.2 强化马铃薯晚疫病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晚疫病是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的一大障碍，晚疫病防控是马铃薯病虫害研究中

的一个热点和难点。虽然赵青 [5]、黄振霖等 [6]、李

明聪 [7]以及吴畏 [8]从不同的角度对马铃薯晚疫病进

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是马铃薯晚

疫病综合防控之路依然任重道远。今后相关高

校、科研院所应进一步加大科研力度，攻破晚疫

病防治难关。

3.3 推进马铃薯机械化进程

马铃薯机械化能有效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效

率、增加经济效益，是新形势下马铃薯产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重庆市马铃薯种植技术传统，机械化普

及率低、发展缓慢。目前只有巫溪、万州等地实施

了马铃薯全程机械化试点研究。这主要是因为重庆

为山区，坡地多、平地少，不适合大型机械操作，

并且适合山区作业的马铃薯播种、中耕、收获等方

面的机械产品少、性能不佳，制约了重庆市马铃薯

机械化发展。所以，推进马铃薯机械化，首要任务

应是加强马铃薯生产机械研发，提高机械性能，然

后在全市进行推广。

3.4 实施马铃薯种植“一推五改”策略

将传统的“一推四改”变为“一推五改”，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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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高产高抗晚疫病脱毒良种、改平作为起垄栽培、

改稀大窝为合理密植、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改

见病防治为预防为主的专业化统防统治、改传统人

工作业为全程机械化生产。通过“一推五改”大幅提

高马铃薯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实现重庆市马

铃薯产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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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欢迎致电联系，索要资料、样品。

联系人：薛 刚 15613123526、15833992815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燕川工业区

电 话：0311-82616100（传真）

辰 翔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专业生产马铃薯育种 膨胀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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