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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马铃薯生产以其无可替代的生产规模和

生产优势成为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 每年种植面积

4.6 万 hm2 左右, 年产鲜薯 105 万 t 以上, 有 30 万 t

以上的马铃薯被贮藏了下来。但随着贮藏量的不断

上升, 烂薯问题也就显得尤为突出。据调查, 一般

年份烂薯损失率为 25%~35%, 严重的达 50%, 每年

造成至少 3600 万元的经济损失。因此, 如何预防烂

薯、减少烂薯损失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 主要的贮藏窖类型

1.1 地下式小型土窖

地下式小型土窖是西吉县马铃薯的主要贮藏方

式, 90%以上的贮藏薯是用这种方式贮藏的。其方

法是选地势高而干燥、背风向阳的地方向下挖有侧

面入窖口的圆型土窖, 顶口和侧面洞口有覆盖物以

防冻, 个体贮藏量 3.0~3.5 t, 由于利用窖口通风调

节温湿度, 所以保温效果较好, 但入窖初期不易降

温, 是烂薯发生的最多的贮藏方式。

1.2 窑式贮藏

窑式贮藏是当地群众根据地形和黄土结构的特

性, 从垂直的崖面上平行向里挖的窑洞, 可作为马

铃薯贮藏窖使用, 大小和深浅根据需要而定。具有

保温性能好、易于管理、造价低、贮 藏量大等 优

点, 不足之处是窑门口易受冻、窑深处不易通风。

1.3 砖混结构的地下、半地下式中型贮藏窖

全县共有 10~20 t 地下、半地下式中型贮藏窖

2 500 个 , 50 t 以上的周转贮藏窖 130 个 , 这种砖

混结构的地下式、半地下式中型贮藏窖 多用于 加

工企业和贩运大户做短期贮藏, 损失率较低。

2.2 薯种处理

为促进种薯快出苗, 出好苗, 播种前选用脱毒

种 薯 , 用 0.5 mg·L- 1“ 九 二+”水 溶 液 浸 种 5~10

min, 然后凉干铺放在地面, 排列一层盖一层湿砂,

进行催芽。

2.3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德化县安排在立春前 10 d 到立春后 5 d, 一般

做到苗期可避过霜害即可, 后期又不会受高温高湿

气候影响。密植可因地制宜 , 一般每畦宽 80 cm,

每畦种植 2 行, 667 m2 种植 2300 穴左右为宜。

2.4 施足基肥, 早施追肥

根据马铃薯叶片早期分化及出苗后迅速生长的

特性, 必须做到重施基肥, 早施追肥, 以满足马铃

薯前期根系茎叶及块茎膨大需要的养分。一般基肥

以有机肥为主, 追肥用硫酸钾型的复混肥为主。

2.5 及时防治晚疫病

马铃薯晚疫病是德化县春马铃薯最主要病害 ,

2002 年德化县重发生年份, 晚疫病发生面积达 893

hm2, 占播种面积的 34%。每公顷损失鲜薯 0.95 万

kg, 并严重影响品质。防治马铃薯晚疫病要在农业

防治的基础上 , 进行预测预报 , 及 时进行药剂 防

治, 可选用甲霜灵锰锌、甲霜铜、蓝保等。

2.6 适时收获、确保品质

收获季节一般安排在“ 立 夏”后 10 d, 全生育

期约 100 d 左右, 采收应选择晴天进行, 既省工也

有利于薯块的贮藏、包装、运输、出售, 有条件应

适当进行保鲜处理, 更有利于出售, 取得更好的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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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型专业化贮藏窖

大型专业化贮藏窖贮藏量在 2 000 t 左右 , 配

套设施齐全, 全县只有一个, 只作为研究单位调运

种薯使用。

2 贮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贮藏窖结构不合理

在上述各种贮藏窖中, 仅有部分的大中型贮藏

窖顶部设有通风孔, 其余各种均无通气调温调湿设

施, 贮藏窖结构不合理, 贮藏条件差。

2.2 田间防病意识差

马铃薯生产由过去的只满足于食用和部分饲用

发展到如今的商品型生产, 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病

害也逐年加重, 缺乏有效的防治措施, 植株在田间

感病形成的带菌薯块, 是造成马铃薯入窖后烂薯的

根本原因。

2.3 入窖薯质量差, 贮藏期管理跟不上

马铃薯收藏后, 只分大小, 不分病健, 不经预

贮或预贮时间短, 薯块表皮不能完全木栓化, 入窖

时含水量较高、呼吸旺盛, 释放出大量的水分、热

量和二氧化碳, 恶化贮藏环境; 带土量高, 增加空

气湿度, 携带病原菌直接浸染; 不同品种混贮, 造

成不同抗病品种之间的病害传播。以上种种, 是造

成贮藏薯入窖后烂薯的主要原因。

一般情况下, 马铃薯入窖后, 只做简单的防冻

管理, 不再视窖内实际情况做通风调节、病薯清理

等工作, 致使烂薯加重。

3 减少烂薯的措施

3.1 修建合理的贮藏窖

对现有的中型贮藏窖, 应配置移动式风机, 根

据窖内情况做不定期强制 性通风 , 进行 温湿度调

节 , 确保合理的贮藏环境; 小型贮藏窖最好是在伏

天挖, 以保证窖内的干燥程度, 在窖顶部增加管状

通风孔, 在窖底部挖“ 井”字或“ 十”字形、深和

宽各 15~20 cm 的通风槽 , 侧面与底部相连 , 槽内

置秸杆或上覆网状物 , 以增加自然通风换气条件 ;

对商品薯、加工薯和种用薯 , 可投资兴建 500 t 以

上的大型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贮藏窖, 配备大型调温

控湿设备, 由专人负责管理, 保证贮藏质量; 在有

条件的地方推广使用窑窖 , 在窑内增加通风设备 ,

再分挖小窑, 对分级品种贮藏极为有利。

3.2 贮藏窖的处理

窖在贮藏前晾 7~8 d, 以降低温度和湿度。清

理窖内残薯残土, 并用百菌清烟雾剂或硫磺进行窖

内消毒灭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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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年份贮藏期间发生的主要病害有干腐病、晚疫

病、环腐病、湿腐病, 这些病都是在收获前、收获

时或收获后病菌侵染所致。田间及时防病、拔除病

株、清理病薯, 可直接减少贮藏发病率和损失率。

3.4 抑芽处理

对商品薯可做抑芽处理。收获前 2 周用 0.2%

的青鲜素在田间喷洒植株 , 贮藏时按每 5000 kg 薯

块用 200~250 g 萘乙酸甲酸 加 7.5~10.5 kg 细土 制

成粉剂撒在薯块上 ( 只适用于解除休眠前) 都可起

到抑芽作用; 用 0.06%萘乙酸溶液喷洒薯块可保藏

到翌年鲜薯收获时也不发芽。

3.5 合理贮藏, 加强贮藏期管理

一般贮藏量为窖内容积的 1/2, 最多不可超过

2/3, 食用薯堆高不超过 1.8 m, 种用薯堆高不超过

1.5 m 在薯堆中安插数根与底部相连的通风管或者

直径 15~20 cm 的秸杆束 , 创造自然通风条件。在

搬运、贮藏过程中尽量避免损伤薯皮。

贮藏期管理是通过通风换气来控制和调节窖内

温湿度 , 达到抑病害发生 , 使薯块不萎 缩、不发

芽、保持良好品质的目的, 分为 3 个管理阶段。

( 1) 前期管理入窖—11 月底: 此时地温相对较

高, 薯块处于后熟期, 管理以降温散湿为主, 窖口

和通气孔要经常打开, 尽量通风驱热散湿。

( 2) 中期管理 12 月—翌年 2 月底: 此时进入严

冬, 薯块已进入休眠期, 管理上应尽量少通风, 当

气温降到- 5℃左 右时 , 应关闭 窖 门 , 只 留 气 孔 通

风 , 当气温降到- 10℃左右时 , 应停止通风 , 必要

时加厚覆盖层。只要保持窖温在 2~4℃, 相对湿度

95%左右, 能使薯块不受冻害也不生芽。

( 3) 后期管理 3 月份以后: 气温转暖, 薯块也解除

休眠开始萌芽, 这一阶段的管理应针对不同用途的马铃

薯而有所不同。对商品薯, 可以白天关闭窖门, 夜晚打

开窖门和通气孔进行通风降温, 使窖内温度保持在 10℃

以下, 相对湿度在 75%~80%, 并及时检查, 挑出烂薯、

病薯。对种用薯要白天打开窖门, 提高窖内温度以促进

萌芽, 适当透光以增强对外界病菌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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