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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是中国最早种植马铃薯的地区之一，属

南方秋冬春三作区，主要是冬春种植，是南方马铃

薯冬种的优势区和主产区。由于冬种马铃薯不与粮

食争地，近年来，福建省马铃薯生产长足发展，常

年种植面积约8.7 万hm2，成为福建省第二大旱粮作

物。鲜薯总产量约260 万t，主要用途是鲜食菜用

和加工专用，其中用于鲜食销售约占60%。由于福

建省冬种生产的马铃薯在季节上具有特有的区位优

势，使得福建省冬种生产的菜用马铃薯供不应求，

已成为“南薯北调”的主要基地。冬种马铃薯生产的

面积也因市场迅速扩大。马铃薯的加工企业也随之

得到较快发展，目前已有加工企业近 30 家，此外，

美国百事公司、上海上好佳食品有限公司等也给在

福建各地如同安、政和等县建立原料基地，主要产

品为炸薯片、膨化食品及淀粉加工产品。马铃薯已

成为福建省当前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首选作物之一，

福建省一些地区的经济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

源，对增加食物总量，保障福建省粮食安全也起着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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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裂薯率和绿薯率，提高商品率，并能大大提高

土壤有效微生物的数量，有利于改善土壤物质循

环，而且起到稻草返田改良土壤的目的，综合表

现良好，适于在福建省各种植区推广使用。

3 稻草包芯核心技术

3.1 稻草包芯增产效果

福建省农业厅于 2009 年春收期间，对福建龙

海等8 个省级高产示范片进行测产，品种为紫花

851、中薯 3 号，稻草包芯栽培与裸地栽培相比，

每 667 m2 增产鲜薯 130.7~925.1 kg 之间，平均增

产达 462.8 kg，平均增产率为 20.4%；单薯重 50g 以

上的大中商品薯产量每 667 m2 增 158.7~1293.6 kg
之 间 ， 平 均 增 产 达 746.3 kg， 平 均 增 产 率 高 达

37.6%，增产增收效果非常显著。
3.2 栽培核心要点

3.2.1 整地播种

前作田用旋耕机翻犁破碎，再用整畦机按畦

带沟110~120 cm（畦高 30 cm，畦宽 70 cm，两畦

间沟 25 cm）起垄整畦。起垄机起垄后，再以人工用

锄头精细整畦。双行三角形种植，每穴播种 1 块小

种薯或经分切的薯块，株距 23 cm 左右，每 667 m2

4 000 穴以上，每 667 m2 需种薯 150~180 kg，播种

深度以土盖密种薯为宜。
3.2.2 稻草包芯与培土

稻草包芯加上培土可为薯块膨大创造通透性

好的土壤环境，可使植株根系发达，埋入土下的

节数增多，增加匍匐茎的数量和结薯层次，增加

有效微生物数量，形成更多和更大的块茎，又可

防止干旱裂畦块茎见光导致薯皮变绿，提高品质

与商品率。
具体包芯方法：下种后一星期内在畦面顺向

均匀覆盖一层稻草（约大人手抓一把），每667 m2

稻草约150~200 kg，随即结合清沟进行第一次培土

盖住稻草，培土厚度需达 8 cm。在株高15 cm 左右

时进行第二次培土，封垄前进行第三次培土，培

土应尽量培均培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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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建省马铃薯品种区试、审定、推广情况

1.1 区域试验开展情况

1.1.1 品种来源

2001 年《种子法》实施后，国家把马铃薯列为

主要农作物，福建省开始组织马铃薯品种区试，到

2008 年共引进 34 个品种参加全省区试。参试品种

主要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克山）、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河北坝上）、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所、湖北恩施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等

单位引进。
1.1.2 试点设置

2001 开始直至 2005 年福建省马铃薯区试主要

安排冬种试验，设有莆田、南安、龙海、蕉城区、
同安区、漳平市、福建农林大学等 7个点。由于漳

平点连续几年试验均不同程度受到霜冻影响，2006
年改为龙岩市农科所承担，2007 年蕉城区点因人

员变动改为霞浦县种子管理站承担，同安点因土地

被征用不再承担区试任务，同时增加了柘荣、浦

城、明溪 3 个春种区试点，共 9 个试点，2008 年

霞浦点不再承担试验，龙岩点因气候实际情况不适

宜冬种，改为春种试验。
1.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排列，3 次重复，以克新 3
号为对照，小区面积 13.32 m2，双畦双行区，每小

区种植 74 穴。另设一个挖根考种区，分 3 期考种，

每个品种每期考种 5 株。2002年开始确定了福建农

林大学、龙海市、南安市良种场 3 个点进行挖根考

种，其他点不再进行挖根考种。2004 年开始开展

马铃薯晚疫病室内鉴定。2005 年起为了加强田间

病害鉴定，在区试中增设一个重复，专门作为田间

病害调查，该重复不防治病虫害、不计入产量。
2006 年区试种植密度由原来每小区种植 74 穴提高

到 80 穴。2007 年增加柘荣点挖根考种。
1.1.4 试验观察记载项目

马铃薯区试主要观察记载田间管理情况、物候

期、形态特征、薯块品质及生理缺陷、农艺性状及

经济性状、病毒病、早疫病、晚疫病和青枯病等。
1.1.5 区试队伍培训

2001 年在开展马铃薯区试时，进行了马铃薯

区试技术培训，内容涉及马铃薯田间设计、试验调

查记载项目及其记载标准、种薯催芽、田间栽培管

理等，每年召开区试总结会时，请各试点试验具体

操作人员，介绍上年度试验过程中好的经验与存在

的问题。
2005 年对病害识别与分级情况进行培训。由

于区试点及试验操作人员变动，2008 年再次对区

试技术及病害识别与分级情况进行培训。
1.2 马铃薯品种审定情况

2001 年前通过福建省审定的马铃薯品种有 2
个，分别是克新 3 号和春薯 4 号，2001 年到 2008
年共审定通过 6 个品种，分别是紫花 851、坝薯 10
号、鄂马铃薯 3 号、中薯 3 号、金山 2 号、闽薯 1
号。通过国家审定适宜福建省种植的马铃薯品种有

6个，分别是中薯 4 号、中薯 5 号、中薯 8 号、中

薯9 号、中薯 12 号、中薯13 号。
1.3 马铃薯品种展示与示范情况

2005~2007 两年在龙海、南安、长乐开展紫花

851、坝薯 10 号示范，2007~2008 年度开展了中薯

3 号、闽薯 1 号、紫花 851、坝薯 10 号示范，并安

排了紫花 851 不同种植方式、种植密度试验及其生

理基础研究，以及紫花 851 综合高产栽培技术数学

模型研究试验。2008~2009 年度在龙海、福安开展

中薯5 号、中薯 8 号、中薯 12 号、中薯 13 号展

示，在龙海、南安、长乐、福安开展中薯 3 号、闽

薯 1 号示范，同安排了中薯 3 号不同种植方式、种

植密度试验及其生理基础研究，以及中薯 3 号综合

高产栽培技术数学模型研究试验。
1.4 马铃薯品种推广情况

据统计，2007 年福建省马铃薯推广面积8.8 万

hm2，冬、春种约各占一半，冬种主要分布在闽江

口以南的沿海和闽西南低海拔区以及闽东沿海和闽

西北平原，春种区主要分布在闽东北山区、闽西北

山区和闽中山区，由于冬种效益好，冬种面积还有

上升趋势。鲜薯总产量约 260 万 t，主要用途是鲜

食菜用和加工专用，其中用于鲜食销售约占60%。
菜用品种主要是紫花 851、克新 3 号、春薯4 号、
中薯 3 号、坝薯 10 号，推广面积分别为3.4 万hm2、
1.8 万hm2、0.7 万hm2、0.6 万hm2、0.5 万hm2，分别

占 全 省 推 广 面 积 的 38.43%、 20.71%、 11.90%、
7.40%、7.08%、5.36%；加工品种主要是鄂马铃薯

3 号、大西洋，推广面积分别为1.1 万hm2、0.2 万

hm2，分别占全省推广面积的11.90%、2.01%。其

他通过审定的品种，生产上应用的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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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马铃薯品种审定、推广存在的问题

2.1 马铃薯品种较缺乏

主要原因是福建省马铃薯育种近年来刚起步，

到 2008 年本省自育品种只有金山 2 号和闽薯 1 号。
马铃薯品种区域性强，全国马铃薯品种区试分为 6
大区，福建省为南方冬种组。由于各区气候差异性

大，外引的品种基本只适宜原地区种植，能够跨区

域种植的品种少，适宜福建省种植引种成功的不

多，可供生产上选择应用的品种更少。同时，马铃

薯属长日照植物，北种南引由于日照变短，加上福

建省冬种马铃薯，1~2 月份气温相对较低，生育期

一般都会延长，因此，生产上需要引用中早熟的马

铃薯品种，而北方产种地区种植的品种大部分是中

晚熟品种，早熟品种少，也造成了种源的稀缺。
2.2 种薯调运难度大、费用高

福建省马铃薯用种除山区县乡部分自留外，缺

种部分多由北方调入。由于马铃薯种薯含水量高，

体积大，北方收获季节一般要到 9 月中下旬，10
月初福建省气温仍然较高，过早调运途中易烂薯，

但迟了，北方遇霜冻，影响种薯质量，因此，可调

运时间较短。同时运输不便。主要是铁路运输车皮

较紧张，加大了调运难度。
2.3 脱毒优质种薯缺乏

采用脱毒种薯是马铃薯提高产量的有效措施，

但由于马铃薯属无性繁殖作物，繁殖系数低；同时

脱毒种薯繁殖环节多，繁殖条件要求较高，造成种

薯生产成本高，所以农民一般不愿接受脱毒种薯，

全国每年脱毒种薯应用率仅 25％左右，福建省则

更低。另外一些适宜南方种植的品种，由于北方繁

种产量低，除了有订单繁种，一般不进行繁种，因

此，造成优质种薯缺乏，供不应求。
2.4 栽培技术较落后

福建省马铃薯栽培粗放、技 术水平不高，生

产水平一直难以提高，全省平均每 667 m2 产在

1 500~2 000 kg，各地栽培水平差异较大，主要表

现在种植方式、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等方面。漳州

一带如龙海采取稻草包心，每 667 m2 种植 5 000 株

左右，管理水平相对较高，产量一般在 2 000~2 500
kg，高的达到 3 000 kg。福州一带如长乐采取普通

畦栽，667 m2 种植 3 500 株左右，管理相对粗放，

产量水平，一般在1 250~2 000 kg，高的 2 500 kg。

另外，各地均过量施肥，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
2.5 区试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5.1 参试品种种性不一致

由于福建特殊的气候条件，省内留种方式主要

是一季留种或二季春秋留种，传统的一季留种存在

病毒浸染导致的退化及长期高温贮存导致的生理退

化，二季秋繁留种存在着退化或休眠难以克服等问

题，春繁留种存在着晚疫病、青枯病发生严重，同

时需要较长时间的高温储藏，导致种性退化，因此

参试品种无法统一繁种提供区试种薯，参试品种种

薯而是直接从品种选育单位调运，不同的育种单位

提供的参试品种种薯代数常常不一致，种薯质量相

差甚远，造成参试品种种性不一致。
2.5.2 参试品种春、冬种区同组试验

目前福建省马铃薯区试只设一个组，目前区试

点设置只涵盖冬种区，2007 年开始增设了 3 个春

种点，春种区还没有专门设组试验，由于品种不

多，不同熟期品种，早熟品种如鲁引 1 号生育期仅

75 d 左右，而迟熟品种如坝薯 10 号生育期长达

110 d 左右，同在一组参试，给试验操作带来困

难，同时，不同熟期品种间产量可比性也差。
2.5.3 尚未开展品质测定

薯块主要品质指标，如还原糖、干物质、粗蛋

白、维生素 C 含量还未进行测定。
2.5.4 区试队伍不稳定，影响试验质量

马铃薯区试工作量大，区域试验点及试验具体

负责人员较常更换，造成区试队伍不稳，而且区试

投入不足，试验条件简陋，基础设施差，测试手段

落后，影响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少数被动承担试验

的人员，往往缺乏事业心、责任心，其结果准确性

也随之降低。

3 福建省推广马铃薯良种的对策

3.1 继续做好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与推广

3.1.1 继续引进筛选适宜福建种植的马铃薯品种

2008 年继续从省外各科研单位如中国农科院

蔬菜花卉所、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克

山）、张家口市农科院（河北坝上）、湖北恩施中国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云南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等引进 10 个左右品种，参加全省区试。
3.1.2 进一步完善马铃薯品种区试工作

（1）根据生态区、品种熟期分组试验。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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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种植主要分为冬种春收区和春种春收区两大

区，冬种春收区主要分布在福州以南沿海平原地区

及闽东的霞浦等地，11 月中旬至 12 月下旬播种，

种植面积约占全省 40%左右，还有扩大趋势，发

展潜力大。
该区主要以早、中熟品种为主。春种春收区在

立春前后播种，为福建省马铃薯主产区，种植面积

约占全省 60%左右，以中、晚熟品种为主。为选

择适合福建省不同区域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在条件

许可情况下，按品种熟期不同，应分中早熟组和中

晚熟组，中早熟组安排在冬种区试验，中晚熟组安

排在春种区试验。同时，随着福建省马铃薯加工利

用率的逐年提高，专用品种需求量推广，必要时，

还要专门开设加工组试验。
（2）完善区试点分布与建设。根据福建省马铃

薯种植分布情况，现有的农林大、莆田、南安、龙

海、龙岩、霞浦 6 个区试点基本能代表冬种区种植

区域，如有条件厦门同安要恢复设点。春种区种植

分布相对较广，面积较大，如果单独设立中晚熟组

区试，可在现有柘荣、浦城、明溪 3 个点基础上，

增设寿宁、政和、大田、漳平、闽清、德化 6个点。
同时，要逐步完善区试点田间排灌等基础设施建

设，并配备淀粉测定仪、数码相机等必要的设备。
（3）参试品种统一繁种，提供种性一致试验种

薯。将每年引进的品种委托有条件繁殖的单位如东

北克山所或坝上所，脱毒后统一繁殖，提供第二年

试验用种，以保证参试品种种性一致。同时，繁种

单位在繁殖过程也同时鉴定了品种在当地的表现，

适应当地种植的品种通过福建省审定后，马上可委

托其生产种薯，加速品种推广。
（4）完善病害鉴定和品质测定。福建省目前只

有晚疫病开展室内接菌鉴定，其他病害只进行田间

调查。条件成熟时，可逐步开展病毒病与青枯病室

内鉴定。同时，可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对还原糖、
干物质、粗蛋白、维 C 等四项指标进行测定，以

完善品种评价指标。
（5）稳定试验队伍，进一步提高试验质量。一

方面，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试验水平。另一方面，在加强承试人员培训，

提高承试人员技术水平基础上，要采取评先等激励

措施，提高承试人员积极性，增强他们责任心，以

进一步提高试验质量。

3.1.3 做好新品种展示和示范

因为南方冬作组试验在福建设的点数少，原来

只设农大一个点，2006年开始增设南安点，所以通

过国家审定的品种，尤其是 2006 年前审定的品种，

虽然在整个冬作组表现好，但要在福建省推广应

用，还必须做好展示工作，进一步鉴定其在福建省

的种植表现，以便各地择优选用。2008 年拟向中

国农科院调运中薯 4 号、中薯 5 号、中薯 8 号、中

薯 9 号、中薯 12 号、中薯 13 号各 1 000 kg 种薯，

在南安、龙海、长乐、霞浦等地进行展示。
3.2 做好优质脱毒种薯生产、调运、推广

福建省种薯脱毒生产技术已经过关，但由于投

资成本高，运行难度大，没有经济效益，所以没有

进行脱毒商品薯的生产。一般都是往北方调入种薯

供应生产所需，但比较好的做法是委托品种选育单

位生产。
一是技术、设施上有保证。品种选育单位一般

都有自己的脱毒及生产微型薯的技术、设备条件，

为生产优质脱毒种薯提供了保证；二是有开发市场

的欲望。为了宣传自己的品种，开拓种薯市场，科

研单位必须保证种薯质量。
要做好优质脱毒种薯的推广。由于脱毒种薯市

场不规范，脱毒种薯质量难以保证，优质脱毒种薯

与菜用薯外观上也较难识别。政府要在加强种薯市

场监管基础上，通过价格贴补，并开展生产示范，

进行宣传，脱毒种薯经销商也要塑造自己的品牌，

使农民愿意采用脱毒种薯，农民尝到使用脱毒种薯

带来的实惠后，便可顺利推广。
3.3 开展马铃薯品种高优栽培技术试验研究

2008年拟在龙海开展中薯 3 号综合高产栽培技

术数学模型研究试验，在福州开展中薯 3 号不同种

植方式、种植密度试验及其生理基础研究，以确定

中薯 3 号最佳的种植方式、种植密度、施肥水平。
同时做好栽培技术培训，特别是催芽、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的普及推广。
3.4 扶持福建省马铃薯科研育种研究

发展福建省马铃薯生产，在引种的同时，政府

要加大资金投入，扶持福建省马铃薯科研育种研

究，加速培育适应福建省生态条件、经济发展水平

的特色优良品种，如鲜薯菜用型品种、炸片型品

种、炸条型品种，尤其要选择适应福建省气候生

长，具备抗病、耐寒和耐湿等特性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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