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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high yield record of spring potato under single cropping conditions was 73 965 kg/ha in 2008 and under

intercropping conditions was 87 900 kg/ha in 2010, in Wanyu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also

plenty of problems on the storage of potato in Wanyuan City. Not only the storage technology was backward, but also the

storage measures caused a huge yield loss.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n storage capacity and equipment of potatoes in

Wanyuan City were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he countermeasures reducing storage los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disease control, picking and collecting potatoes in time, promoting killing haulms, valuing the pretreatment,

disinfecting storage, standardizing the methods of potato stacking in cellar, classifying the storage in proper quantity, and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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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省万源市春马铃薯2008年净作和2010年套作超高产量记录分别为73 965 kg/hm2 和87 900 kg/
hm2。万源市马铃薯在高产的同时，存在贮藏技术落后、贮藏损失较大的问题。故调查研究了当前万源市马铃薯仓贮

能力、贮藏设施现状及贮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田间病害防治、适时采收与推广杀秧、重视预处理、进行贮

藏场所消毒、规范薯窖内堆码方式、分类适量贮藏和加强技术培训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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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营养丰富、丰产性

好、适应性强，是粮、菜、经、饲兼用[1]的主要农

作物，其加工产品多样，既有食品又有工业用途产

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开发前景。万源市位于四川省

东北部，大巴山腹心地带，是南北气候的分水岭，

立体气候明显且凉爽，具备马铃薯生长的天然条

件，其马铃薯以产量高、品种纯、品质佳、口感好

享誉盛名，拥有四川省最大的天然富硒脱毒马铃薯

种薯和商品薯的生产供应基地。常年播种面积为春

马铃薯1.6万hm2，秋马铃薯0.33万hm2，鲜薯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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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55万 t。
2008年，万源市春马铃薯超高产创建净作平均

产量69 855 kg/hm2，单个田块最高产量达73 965 kg/
hm2；2010 年春马铃薯超高产创建套作平均产量

75 360 kg/hm2， 单 个 田 块 最 高 产 量 达 87 900 kg/
hm2，分别创四川省春马铃薯净作和套作最高单产

纪录[2]。虽然万源市马铃薯具有高产优质的产业优

势，但也存在种植农户贮藏技术落后，设施简陋，

贮藏损失较大的问题。故及时调研万源市马铃薯贮

藏现状和问题，提出降低马铃薯贮藏损失的对策建

议，对提升万源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优势和农民增收

具有重要意义。

1 马铃薯贮藏现状

万源市马铃薯年贮藏量为30万 t，其中企业、农

业技术推广站、专业合作社等贮藏商品薯8万 t，种

薯 5 万 t，加工薯 5 000 t；农民散户自行贮藏马铃

薯16.5万 t，其中种薯3万 t。
鉴于万源市气候条件及当地种植习惯，一般在

当年6月份收获，直至第二年1月份种植，收获时

正值高温高湿季节，贮藏要求时间长，这给马铃薯

贮藏带来压力。据统计，马铃薯因贮藏腐烂导致的

损失达8~10万 t，占总产量的20%。近年来，万源

市在马铃薯贮藏库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多

方努力，现已建成马铃薯标准化贮藏冻库3座和常

温贮藏库5座，贮藏能力2.5万 t。其中企业建有贮

藏库 2 座，贮藏能力 1.8 万 t；农业技术推广站 1
座，贮藏能力 2 000 t；专业合作社 10家，共建有

常温贮藏库5座，贮藏能力5 000 t。这些基本设施

的建成为万源市马铃薯贮藏问题的改善奠定基础并

提供基本保障，然而万源市马铃薯鲜薯贮藏以农户

贮藏为主，贮藏方法和技术落后，保鲜周期短、效

果差、经济效益低，故研究适宜的贮藏方法能有效

提升马铃薯产业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

2 马铃薯贮藏中存在的问题

2.1 贮藏缺乏预处理

马铃薯贮藏缺乏预处理，多数农户不经摊晾、

挑选，或由于马铃薯量大而预处理能力受限。此外

由于收获时田间湿度大，块茎粘附大量泥土，直接

将带土、病虫害的马铃薯块入窖；在装运过程中操

作随意，造成压伤或人为踩伤，影响了入窖马铃薯

块的质量，加剧马铃薯块贮藏时的腐烂。

2.2 混贮现象多

马铃薯混贮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农户不分级

别、品种和用途混合贮藏，将不同大小、多个品种

或几种用途的马铃薯直接存放在一起，马铃薯块质

量无法从源头得到保障，严重影响了种薯的种性，

造成品种的退化，对商品薯的商品性和加工薯的加

工价值也产生了不利影响[3]。

2.3 贮藏设施建设不规范

由于贮藏设施建设不科学，选址不当，窖内温

湿度大，造成腐烂、变绿发麻，甚至冻害。部分设

施通风设备不合理或无通风口，气体无法交换，容

易造成伤热、发芽。据研究，简易贮藏损失比例约

为 30%~40%，土窖贮藏损失比例约 20%，砖瓦库

房贮藏损失比例约30%[4]。

2.4 贮藏方式简单

大多数马铃薯贮藏建设发展缓慢，贮藏方式原

始，贮藏能力较弱。部分农户以室内集中堆藏的方

式贮藏，马铃薯堆厚度过高，容易发热；有些农户

用编织袋、网袋、竹筐等简易容器直接放于室内贮

藏，不利于通风、透光、散热；多数农户贮藏于阴

凉避光处，但部分农户仍放在见光、室外堆放，甚

至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

2.5 贮藏技术匮乏

部分散户对马铃薯贮藏认识不够，贮藏设施单

一，无规范的贮藏设备，对光、温、湿度的控制极

其随意或无法控制，对堆放方法、库容比的控制基

本不了解，贮藏期间不检查、不调整贮藏温湿度，

极少通风换气，易出现烂薯、伤热、发芽、黑心、

窒息等，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仅局部地区采用撒

施白石灰及喷施熏蒸剂等防控措施[5]，但随着马铃薯

产业的发展，对马铃薯贮藏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6 贮藏管理不到位

马铃薯贮藏期间管理措施不到位。由于农户对

马铃薯缺乏预贮，使部分带病菌的马铃薯带入贮藏

环境，导致晚疫病、软腐病、黑心病等病害发生严

重；马铃薯入库前未对贮藏场所进行打扫、消毒杀

菌；贮藏期间温湿度控制不当；贮藏期间检查不够。

3 对策与建议

科学贮藏是延长马铃薯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

既可调节市场供求，又可增值 20%~ 30%[6]。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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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市目前的状况，提出以下建议和措施。

3.1 加强田间病害防治

马铃薯病菌是造成贮藏期间烂薯的关键因

素，由于缺乏田间病害的防治，造成各类病菌直

接侵染块茎。贮藏期间发生的病害主要有干腐

病、晚疫病、环腐病和湿腐病，田间及时防病、

拔除病株和清理病薯，可直接减少马铃薯的贮藏

发病率和损失率[7,8]。

3.2 适时采收、推广杀秧

马铃薯充分成熟后，选择晴朗的天气和土壤

干爽时进行收获；因充分成熟马铃薯的木栓化程

度较高，收获运输擦伤较轻，且贮期失水较少，

不易皱缩，而且养分积累充足，耐贮性较强。

此外推广灭秧收获，马铃薯采收前1周进行杀

秧，促进块茎后熟，减轻病害入侵，块茎表皮木

质化增强[9]，便于贮藏。

3.3 预处理

新收获的马铃薯块茎还未充分成熟，表皮尚

未完全木栓化，采收时的机械创伤还没有愈合，

同时呼吸强度非常旺盛，如果马上入窖贮藏，块

茎将散发出大量热量，使马铃薯堆发热，引起烂

窖，增加损耗。因此，新收的马铃薯，要放在通

风良好、温度10~15 ℃的库房，经过2~3周的预贮

过程[10]，使其表皮木栓化，水分散失，伤口愈合，

呼吸强度转为微弱平稳。在此期间，要严格挑

拣，剔除伤、病、烂、虫蛀等不合格马铃薯块后

才可入窖贮藏。

3.4 贮藏场所消毒

马铃薯入窖前必须对贮藏场所清理消毒。首

先要清除墙壁、地表等处的垃圾、污渍，然后进

行药剂消毒杀菌。一般采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11]，均

匀喷洒地表、四周及器具；也可采用药剂熏蒸，

每 1 m3用 40%甲醛 20 mL和高锰酸钾 10 g，密闭熏

蒸36~48 h后，打开门窗通气孔进行通风换气，2 d
后入窖贮藏。

3.5 规范薯窖内部堆码方式

部分农户对薯窖内堆码方式不科学，如直接

将马铃薯块平铺于水泥地面、堆码厚度过厚，导

致堆藏内部因通透性差而使烂薯率加重。应在窖

内放置竹制或木制多层架床，架高不超过窖（库）

高度的 2/3，将马铃薯块摊放于架层上，每层厚度

不超过30 cm，架层间及架四周留一定空隙，便于

通风、透光、散热[12]。

3.6 分类适量贮藏

根据不同用途进行分类贮藏，包括种薯贮藏、

鲜食薯贮藏和加工型贮藏。马铃薯种薯贮藏，要避

免发芽不当的问题。可采用控温为主的物理方法、

可逆性控芽保鲜剂为主的化学方法调控发芽与播种

时间协调。单垛马铃薯块堆放面积不应过大，马铃

薯堆与库墙壁间要留30 cm空隙，马铃薯堆之间留

50~80 cm通道，便于通风和管理人员出入、查看，

马铃薯垛高度不应超过库高的 2/3，贮存量不能超

过全窖容积的 2/3。播种前可采用薄摊散光处理，

以利壮芽。

鲜食薯贮藏，以薯业公司、果蔬运销企业为

依托修建大型恒温贮藏库、冷藏。贮藏期适宜温

度：贮藏初期10~13 ℃；贮藏中期3~5 ℃；贮藏末

期4~6 ℃。此外，使用一定浓度范围的马铃薯抑芽

剂，能有效抑制马铃薯发芽。

加工型贮藏，贮藏能力较大，应根据加工产

品类型，建立大中型贮藏库，库体架构大部分为

砖混结构，顶上再用保温板加厚，配备必要的通

风设施，设立多个单元库组成贮藏库群。库群分

布呈“非”字形，贮藏方式采用袋装或箱装。

3.7 加强贮藏期的管理

贮藏管理工作主要通过调控温度、湿度及通

风换气，创造最佳的贮藏环境和条件。适宜的贮

藏温湿度，种薯和商品薯3~4 ℃，加工薯7~10 ℃，

相对湿度90%左右，安全范围为85%~ 90%[13]，以通

风放气来调节温湿度。定期观察贮藏马铃薯块，

及时剔除烂薯，定时对贮藏库消毒。

3.8 标准化贮藏体系示范

结合当地地理气候条件，形成标准的贮藏库

建设和管理技术，优先推广主产区进行示范，带

动马铃薯产业发展。对散户，可选择1~2户积极性

较高的农户建立规范的贮藏小库，并进行示范，

给予其贮藏技术指导，以点带面，逐步带动马铃

薯农户贮藏技术体系的全面提升；对种植大户和

马铃薯合作社，依托企业和政府建立大、中型贮

藏库；对企业，可独立建立大型贮藏库。对已建

立的大型贮藏库，如四川华硒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恒温气调冷库，需要技术支持，加强市场

运作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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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加强技术培训

政府部门定期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直接面向贮

藏农户和贮藏企业的技术问题进行培训。使企业、

农民掌握马铃薯贮藏保鲜关键技术。规范贮藏设施

标准，提高农户贮藏设施技术水平。针对各农户贮

藏设施差异，因地制宜、科学设计，制定新型高效

的马铃薯贮藏库建设标准；采取政府补贴，农户依

照标准，建设规范的马铃薯贮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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