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马铃薯整薯播种的突出优势

1.1 顶端优势

任何植物都有顶端优势，马铃薯的顶端优势特

别明显。将马铃薯的顶芽培育成“短壮芽”播种正好

利用它的这一生物特性，在培育“短壮芽”的过程

中，受顶主芽的抑制，两个副芽及别的芽眼萌发缓

慢且细弱，但顶芽生长健壮会形成一个粗壮的芽。
播种前在精选种薯过程中，去掉副芽及其他细弱

芽，只留“短壮芽”（顶芽）。培育“短壮芽”的过程也

是种薯绿化的过程，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早

出苗、早结薯、早收获、早上市、高产量打下坚实

的基础。
1.2 抗旱增产

马铃薯整薯播种无论在干旱年份还是雨水正常

年份，均有明显的增产作用，主要表现在抗旱保苗

率明显高于切块播种。
（1）因为薯块不切，减少了水分外渗，防止了

病害感染，减轻了品种退化。
（2）发挥了品种自身抗旱优势，由于整薯组织

幼嫩，生命代谢旺盛，生活力强，比切块含有更多

的水分和养分，保证了幼苗的需要，同时整薯有完

整种皮包裹，遇到春旱种薯水分散失相对减少，耐

旱能力较强。这样保证了苗齐、苗全、苗壮，为高

产打下基础。例如 2003 年马铃薯播种期，土壤严

重干旱，0~3 cm 耕层土壤含水量仅为 9．3%，当年

我所组织技术人员对马铃薯出苗情况进行了详细调

查，结果是切块播种因“粉种”缺苗 12%~17%，而

整薯播种出苗率达到 100%，且幼苗健壮，叶色浓

绿。2003 年收获期，我们还进行实际测产，结果

是用培育的“短壮芽”整薯做种薯比同品种切块种薯

增产 23.3%。
1.3 早播种

在春季少雨干旱气温低的地区，10 cm 地温稳

定通过 8~10 ℃才可播种，但经过培育的“短壮芽”
种薯可提早 7 d 左右播种。因为在播种时“短壮芽”
种薯已经过了抗旱、抗寒锻炼，具有较强的耐旱、
耐寒防冻能力为早出苗、早结薯打下基础。
1.4 早出苗

2003~2005 年试验表明，“短壮芽”种薯与切块

种薯同期播种，一般前者可提早 15 d 左右出苗，

“短壮芽”一般 20 d 左右可出苗，而切块播种则需

25~30 d 才能出苗，在土壤墒情较差的情况下，切

块播种会出现缺苗、断垄现象，而“短壮芽”则是出

苗早、苗齐、苗全、苗壮，这对产量的构成是至关

重要的。
1.5 早结薯

培育好的顶芽，出苗后立即形成强大的根系，

地上繁茂地下结薯早，播种出苗后 15 d 左右匍匐

茎顶端就开始膨大结薯，而一般切块播种的这时才

是出苗阶段，比顶芽小整薯播种要晚 20~30 d 才结

薯，由此可见，顶芽整薯播种能达到早结薯早收获

之目的，且大薯率高（55.6%），商品率也高（97.8%），

产量也就相对提高。
1.6 抗病虫害

小整薯培育健壮顶芽的过程，实际上是淘汰病

薯、烂薯，保留健薯，除去病毒感染的纤细芽、黄

白芽，保证了种薯质量，达到苗全、苗壮、无病

害，营养体生长旺盛，结薯多且大。据 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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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测定，培育的顶芽小整薯播种平均发病率仅为

2.1%， 而 未 经 培 育 的 切 块 播 种 平 均 发 病 率 为

12.6%。

2 健壮顶芽培育技术

一般在播种前一个月左右将贮藏备用的脱毒

或常规小薯运至室内，在散光的条件下堆放，培育

成健壮顶芽播种即可。
2.1 合理选种

高淀粉型品种，应选用陇薯 3 号、内薯 7 号

等；特早熟菜用型品种，则应选用克新 4 号、早大

白等；高产晚熟型品种，应选用青薯 168、宁薯 4
号等。通常情况下，同品种的脱毒种薯比常规种薯

可增产30%~50%，在有脱毒种薯的条件下，必须

选用脱毒小薯。
2.2 个体标准

脱毒原原种重量为 25~50 g 的小整薯，常规种

薯重量为 50~70 g 的小整薯。无论脱毒种薯还是常

规种薯均要求无病、烂、虫咬的健康小整薯。
2.3 培育方法

将精选好的小整薯在散光的室内摊放 1~2 层，

顶端向上即可，要有专人负责保暖、通风、换气

等。室内温度保持 3~4℃为宜，待芽长 1~2 cm，绿

色粗壮，即可用来播种。在播种前再进行一次人工

选种，只留健壮顶芽去掉副芽等弱小芽，且除去黄

白芽和纤细芽的小整薯。

马铃薯是宁南山区最具特色的区域优势作物，

近年来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种植规模逐渐扩

大，总产量也大幅上升，与此同时马铃薯的冬贮问

题也日趋突出。由于宁南山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使得山区农户贮藏设施、贮藏方法、管理技术等方

面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因此，我们要大力提倡

科学贮藏，科学管理，最终达到预期的贮藏效果。
宁南山区种植马铃薯历史悠久，在马铃薯的贮

藏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从目前贮藏窖的建造技

术以及贮藏方法来看，存在不少问题。都是土窖贮

藏，没有强制调节温湿度的设施，大部分不能保持

在2~4℃的窖温，以及 80%~85%的湿度，从 9月份

入窖到翌年 4 月份出窖，不能保证块茎新鲜不出

芽，不腐烂。宁南山区农户贮藏以不受冻害为原

则，其他因素考虑得较少，许多农户无论是入窖前

的块茎处理、入窖方法，还是贮藏期间的管理，都

不太符合科学贮藏的要求。

1 马铃薯贮藏中存在的问题

1.1 不分用途混合贮藏

许多农户按照传统，一家只有 1 个土窖，食用

薯、商品薯、加工薯等几种用途的块茎，或几个不

同品种的马铃薯都贮藏在一个窖内。这样不仅造成

品种的混杂和病害的传播，影响种性，同时对食用

薯品质和加工薯价值的保持不利，因而直接影响农

户的经济效益。在贮藏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用

途，将马铃薯按照不同的要求科学贮藏，才能达到

贮藏的预期目的。
食用薯对贮藏条件的要求是保持块茎的新鲜，

不变质，不变味，少失水为佳；种用薯对贮藏环境

的要求是在不改变种薯的发芽能力的前提下，少传

播病虫害和避免种性的混杂；加工薯对贮藏环境的

要求是保证块茎淀粉含量的稳定，避免低温冷害，

宁南山区马铃薯贮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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