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培养条件要适合

在培养过程中, 必须保证较高的温度和充足的

日照时间。在低温和短日照下, 茎尖有可能进入休

眠, 影响生长。培养温度过高, 易造成茎尖死亡。

2.7 对成活植株要及时更换培养基

由于烟草植株根系发达, 生长快, 培养基消耗

的也很迅速 , 当培养基消耗 1/3 时就应准备更换。

若培养基消耗过多, 烟草植株叶片发黄, 干枯时再

进行培养基更换, 污染率高, 茎段不易成活。

在实际操作中, 选用烟草做毒源寄主相对选用

马铃薯植株比较, 烟草保毒效果好, 移栽到土壤中

也易成活, 由于烟草叶片大, 作为抗血清制备毒源

材料, 可采集叶片量也较多。但烟草进试管消毒环

节不好处理 , 一般情况下污染率比马铃薯植株高 ,

生长发育速度也较慢, 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保存毒

源的种类及目的选择合适的寄主植物。

1 发展冬种马铃薯生产的有利条件

桂林市水稻面积大, 单季稻面积多, 冬闲时间

长, 水利条件好, 稻草资源丰富。如果选择种植时

间在每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 可以充分利用初

冬的光温条件。过早 , 气温过高 , 容易造成烂种 ;

过迟 , 容易受霜冻危害。冬( 早春) 种影响次年 春

耕; 且生长前期处在低温少光的 2 月, 不易获得高

产; 后期高温有雨 , 容易感病 , 品质下降 ; 同时 ,

与其他冬种区竞争市场, 不易获得好价钱。因此我

市种植马铃薯优势是在秋种。只要应用高产栽培技

术, 合理利用资源优势, 选择适宜品种, 推广合格

脱毒种薯 , 产品在元旦前 后应市。应该 收到好产

量, 卖得好价钱, 获得好效益。

1.1 季节优势明显

桂林市冬种马铃薯于 12 月份播种 , 第二年 4

月上市( 如果在收获中稻后的 9 月播种马铃薯 , 至

12 月中下旬可收获上市) , 全国其它主产区的收获

期 是 5～11 月 , 正 好 填 补 了 国 内 马 铃 薯 市 场 空 档

期, 销路好, 价格高。

1.2 市场竞争力强

桂林生产的马铃薯除满足本地市场外, 主要销

往湖南、湖北等省份 , 产品运输路途短、损耗低 ,

具有较强的市场竟争力。

1.3 土地、劳动资源丰富

桂林市有冬闲田约 13 万 hm2, 其 中土壤质地

为 壤 土 的 7.68 万 hm2, 沙 壤 土 0.81 万 hm2, 沙 土

0.17 万 hm2。有灌溉条件 , 可种植马铃薯的冬闲田

不少于 2 万 hm2, 不与主要农作物争地 , 而且冬季

劳动力、稻草等资源丰富。

1.4 种薯供应有保障

本市的种薯基地可供应部分种薯, 龙胜县农业

局从 2005 年起开始在海拔 1 500 m 以上的小南山

建立马铃薯春夏繁殖基地,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 待

繁殖技术成熟, 基地产量稳定后, 年产种薯可望达

到 150 万 kg 以上 , 不仅能解决本县冬种马铃薯用

种问题, 还能为本市其它县提供优质薯种。

2 发展冬种马铃薯生产的不利因素

2.1 受低温霜冻的影响

根据桂林市 1970 年～2006 年共 37 年霜冻、冰

冻资料 , 南部的平乐 : 平均初霜日为 12 月 24 日 ,

平均结束日为 1 月 20 日 , 平均霜日范围 27 d,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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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实际霜日 5.5 d。中部的临桂 : 平均霜期为 12

月 14 日至 1 月 26 日 , 霜日范围 43 d, 年实际霜

日 6.9 d。北部的全州: 平均霜期为 12 月 7 日至 2

月 12 日 , 霜 日 范 围 67 d, 年 实 际 霜 日 10.3 d。

1997 年以来近 10 年霜冻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 平均

年实际霜日平乐 2.0 d, 临桂 6.2 d, 全州 8.8 d。而

且 , 从 12 月下旬至 2 月中旬的 2 个月时间里 , 全

市各县月平均温度基本小于 10 ℃。晚稻一般在 11

月上旬收获, 若在 11 月中下旬收晚稻后及时播种,

在霜冻来临前有 27～34 d 适宜生长期, 但在出苗后

的生长中期肯定遭受低温、甚至霜冻危害。

2.2 秋冬干旱对马铃薯出苗有一定的影响

据 1981 年至 2006 年的气象资料, 平乐、临桂

和全州 9 月降水量为 55.4～68.1 mm, 10 月平均降水

量为 58.5～78.1 mm, 11 月降水量为 53.5～78.1 mm,

12 月 降水量为 35.8～45.6 mm。秋 冬旱几乎年 年 发

生, 对秋冬种马铃薯的播种及出苗有一定的影响。

2.3 生长中后期阴雨天多

如 桂 林 市 1～4 月 的 月 平 均 降 雨 量 分 别 为 55、

86、129、263 mm, 降水日数分别为 14、15、18、

21 日。光照 不 足 , 对 块 茎 膨 大 生 长 有 一 定 影 响 ,

春季雨水多, 湿度大, 易引发马铃薯晚疫病且收获

后不利于储藏和运输。

2.4 种薯的供应和管理混乱

优良种薯都从北方繁殖基地调入, 由于北方一

些地方种薯和商品薯混种, 质量不保证, 加上铁路

长途运输, 腐烂损耗大, 薯种价格高。马铃薯是国

家确定的主要农作物, 现我市没有正规的种子企业

经营薯种, 也没有稳定的龙头企业组织营销, 各地

农民从市场上出售的菜薯作种薯占较大的比例。因

此, 多数种薯农户分不清所购或所种植的薯种真正

是什么品种, 质量得不到保证, 也对马铃薯产量和

品质有很大影响。

2.5 受市场价格的影响

从我市近 5～6 年来的冬种马铃薯销售情况调查,

价格 多在每 kg 1.0～1.4 元 , 667 m2 产 达到 1 000～

1 500 kg 的种植户, 经济效益都较好。但冬种马铃

薯发展到一定面积后, 又集中在 4 月中旬收获, 对

产品销售可能有影响。

3 发展冬种马铃薯生产的建议和措施

综合我市发展马铃薯生产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建议扩大秋冬季马铃薯生产 , 扩大传统种植区域 ,

在兴安、全州、灌阳等北部县多点小面积试种, 在

临桂、永福、平乐、荔浦等中、南部县扩大示范。

3.1 提前计划调运良种, 完善良种繁殖工作

提前规划适宜种植区域, 通过宣传发动、技术

培训, 在晚稻插下前落实种植面积, 确定调运生育

期适宜、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良种数量。充分

利用龙胜小南山地区高海拔夏季冷凉气候条件, 总

结经验, 完善本市良种繁殖体系, 按茬口提供适合

本市各县种植的良种, 尽可能满足本市发展马铃薯

生产需要。

3.2 合理安排播期, 有效避开霜冻

通过分析我市历史气象资料, 全市霜期范围集

中日为 1 月 6 日 , 平乐平均霜冻结束日在 14 d 后

的1 月 20 日 , 临桂在 20 d 后的 1 月 26 日 , 全州

在37 d 后的 2 月 12 日。播种期的确定以幼苗期尽

可能远离 1 月 6 日以后。春季安排在龙胜、资源等

县的高海拔山区种植 , 2 月初播 种 , 5 月底收获 。

秋种安排在一季中稻区种植 , 采用早、中熟薯种 ,

9 月初播种 , 12 月 上、中旬收获 , 此时正值空 挡

期, 市场销路好。平乐、荔浦、临桂等南、中部县

双季稻区安排冬种, 采用早熟或偏早中熟品种, 即

在12 月中下旬播种 , 霜冻发生时 , 尚未出苗 , 翌

年的 4 月下旬早稻移栽前收获。

3.3 做好霜冻的防御工作

除了采取适时播种、选用早熟品种、合理安排

播期等避开霜冻危害的措施外, 种植时均采取稻草

覆盖 , 再加盖地膜 , 看天气人工破膜出苗的方法。

若在马铃薯苗期仍遇到霜冻, 可在霜冻来前一天的

傍晚 , 放水进沟、淋湿畦面 , 用草木灰撒施叶面 ,

用稻草覆盖, 或在田块四周燃烧稻草等, 可起到防

霜冻的作用。

3.4 加强技术研究, 开展技术培训

尽快在我市南、中、北县开展不同耕作制度、

不同播期以及品种适应性试验, 探索适应我市马铃

薯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 同时 , 积极开展技术培训 ,

确保农户掌握种植技术。

3.5 搞好马铃薯病害的综合防治

一是选择脱毒良种。二是选排灌方便、通风良

好的、不与茄科作物连作的田块。三是配方施肥 ,

不偏施氮肥。四是搞好药剂防治, 在发现发病中心

时, 及时用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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