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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Pota to Rot During Storage Period
CHEN Aichang，ZhANG Jie，LUO Degong

( Dingxi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 tion, Dingxi . Gansu 743000, China )

Abs tract: Potato is a high-yielding crop. Pos t-harves t s torage is one of the ways that farmers use to sus tain supply to the
market and s tabilize the pric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ntrol the decay rate effectively
during the s torage period. In this paper, specific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we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the s torage
characteris tics of potato crop in Dingxi,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local potato s 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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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一种高产作物，收后贮藏、稳定价格、均衡上市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贮藏过程中

有效的控制腐烂率，更加显得重要。笔者根据定西市马铃薯生产贮藏实际情况，结合马铃薯作物的贮藏特点，提供具体

的操作、管理措施，供当地马铃薯贮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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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作为一种重要的粮、菜、饲和轻化工原

料，在我国栽培面积较广。甘肃省马铃薯年种植面

积达 60 万 hm2，产量达 1 000 多万 t，约占全国种

植面积的 1 / 9，分居第 3 和第 2 位；定西市年种植

马铃薯近 23.3 万hm2，产量达 63 万 t，随着面积和

产量的进一步增加，马铃薯窖藏数量也明显增多。
根据近几年的调查，定西市马铃薯腐烂率达 15%～
30%，年损失马铃薯 10～30 万元，有的甚至更加严

重[1-2]。因此，马铃薯收后贮藏已成为农民增收的关

键环节，严重制约着马铃薯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1 马铃薯贮藏特点

1.1 易感染病害

马铃薯块茎皮薄、肉嫩、水分高（约 75% 左

右）、淀粉含量高（15%～25%）、易转化为可溶性糖、
易碰伤，因而不利于长期贮藏，且易受病原菌侵染

而腐烂。常见的病害是真菌性的干腐病、晚疫病，

细菌性的软腐病和环腐病。
1.2 怕热怕冷

马铃薯块茎，对温度十分敏感，既怕热又怕冷，

如果长时间处于 6℃ 以上，块茎呼吸增强，淀粉转

化为可溶性糖的速度加快，渡过休眠期的块茎开始

发芽，病害迅速蔓延，腐烂加重。如果低于 0℃ 以

下，块茎受冻，块茎内皮层部分的薄壁细胞受到破

坏，块茎脱水萎缩，失去加工或种用的实用价值。
受冻块茎，正常的新陈代谢受到强烈干扰，呼吸增

强，为健薯的 2～3 倍，抗病力减弱，低温性病菌乘

虚而入，在温度上升时，迅速腐烂。
1.3 怕干怕湿

马铃薯块茎在窖内湿度过低时，块茎水分损失

严重，重量损失过大，块茎变软甚至皱缩，同时有

利于干腐病的发生。窖内湿度过饱和，又会引起窖

顶滴水，滴在薯块上，导致病菌繁殖，发生腐烂。
因此，窖内温度应控制在 3～5℃、相对湿度 85%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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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并保持稳定，避免骤升骤降。骤然降温，不但

容易结露，而且使薯块代谢受到干扰，易于腐烂。
1.4 怕闷

马铃薯入窖后，长时间不通气，CO2 逐渐累积，

易使薯块受闷。受闷的马铃薯块茎，细胞组织麻醉

中毒，抗病力减弱，日久也会引起腐烂，特别容易

引起薯块的黑心，贮藏中应注意 CO2 的浓度。

2 马铃薯贮藏过程中的变化

马铃薯贮藏过程中，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从

收获入窖到封闭窖为前期；寒冬季节为中期；立春

之后，气温上升为后期。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主要变

化，大体上说，前期为高呼吸期，易发热，淀粉易

转化为糖；中期生理活动减弱，易受冻害；后期易

于发芽腐烂[3]。
2.1 贮藏前期变化

此时期是马铃薯块茎的一个自然高呼吸阶段。
在收获后半个月左右，呼吸十分旺盛，淀粉向糖的

方向转化显著，当窖温升高快时，水汽也多。这个

阶段中，病害发展较快，因此要以通风散热为主，

控制好窖温。入窖前期的高温条件，虽对病菌生长

有利，但亦是马铃薯块茎伤口愈合抗病的有利条件。
2.2 贮藏中期变化

贮藏中期是马铃薯入窖后温度过高阶段，生理

活动减弱，呼吸作用由旺盛趋于平缓，窖内温湿度

变化也减少，气温易下降，天气转冷，薯块易冻。
如不及时保温，使窖温低于 0℃，将会造成马铃薯块

茎受冻，品质下降，抗病力减弱，引起腐烂。
2.3 贮藏后期变化

贮藏后期是在寒冬将过，气温回升，马铃薯块

茎的生理作用又开始加强，如不通风降温排湿，就

可能发芽或腐烂。

3 马铃薯贮藏的主要措施

3.1 入窖前的措施

（1）薯窖（库）消毒：无论是大型的库，砖窖或土

窖（井窖、窑窖、半地下窖），为防止病原菌感染，

在马铃薯入窖前应进行清洁消毒，特别是旧窖更应

该做好消毒工作。消毒办法是，将旧土窖的窖壁铲

土一层，再用化学药剂喷雾（40% 福尔马林 50 倍

液、1% 高锰酸钾均匀喷洒窖壁四周）或熏蒸（用百

菌清烟雾剂每立方米用 15 g 硫磺粉发烟熏蒸 24 h
或每立方米用高锰酸钾 7 g、40% 福尔马林 10 mL
熏蒸）。应该注意的是药剂喷洒要均匀、彻底、不

留死角，然后密闭 48 h，通风 2 d 后贮藏薯块。
（2） 适时收获：大部分茎叶由绿变黄，直到枯

萎，块茎停止膨大，易于植株脱离时收获。收早影

响产量，收迟受冻。收获时应选择晴天为宜，晾晒

几小时后再装袋，注意剔除损伤薯。
3.2 入窖堆放

（1）预贮藏：块茎收获出土在田间短暂晾晒后，

运回窖旁预贮藏。场地应宽阔、干燥、避光、通风

良好。在温度 10～15℃ 的条件下，约经 1 周，马铃

薯薯块受到的机械损伤就能愈合，并形成木栓组

织。预贮藏时，薯堆高度不易超过 2 m，堆宽不能

超过 4 m，堆与堆之间应留有通风道，使薯堆有足

够的散热空间，以免堆内发热，造成块茎腐烂。
（2）贮藏：马铃薯入窖时应轻拿轻放，不能乱

丢。大型库窖应摆放整齐，堆与堆之间要留约 0.5 m
的通道，便于通风、检查、倒堆。贮藏不能太满，

一般利用马铃薯贮藏窖容积的 65%为宜[4]。
贮藏时不能混存，不同品种不同级别、种薯与

商品薯都应分开贮藏。对贮藏马铃薯种薯的库窖可

以选择对种薯出芽率没有负作用、能有效控制腐烂

的化学药剂处理种薯；商品马铃薯为防止发芽可用

抑芽剂处理薯块，延长贮藏时间。
3.3 入窖后管理

马铃薯块茎入窖后应严格按照“两头防热、中间

防冻”原则来管理，使窖库温控制在 3～5℃，相对湿

度 85%。对贮藏马铃薯种薯的库窖可以适当增加光

照，降低水分，降低腐烂率。
除以上所述之外，选择耐贮藏马铃薯品种、田

间病虫害控制、贮藏窖的选址及建设、人为等原因

也非常重要，在实际生产贮藏中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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