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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凉山州马铃薯生产状况
四川省是全国马铃薯栽培面积最大的省份之一�

常年种植面积在27万 hm2�其中凉山州常年种植面
积在6∙4万 hm2�属于西南一、二季作垂直分布区。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横断山区东北部�青藏高
原东南部�界于四川盆地与云南省中部高原之间�
地理位置在北纬26°03′～29°18′�东经100°03′～103°
52′之间�属立体气候类型。马铃薯是凉山州山区特
别是高寒山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播种面积仅
次于玉米、水稻�居第3位。1952年马铃薯种植面
积3∙9 hm2�总产55385 t�单产94∙5 kg/667m2�
1980年种植面积5∙5hm2�总产为129160t�单产
155∙5kg/667m2�1981年种植面积6∙3hm2�总产
154470t�单产164∙5kg/667m2�1984年播种面积
5∙97hm2�总产179835t�单产201kg/667m2�2000
年播种面积6∙1hm2�总产250625t�单产275kg/
667m2�2001年播种面积6∙05hm2�总产249355t�
单产为265kg/667m2。
2　凉山州马铃薯生产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2∙1　马铃薯种植区域广泛

马铃薯种植凉山州17县1市均有不同程度分
布�主要集中在高寒山区。
2∙2　大春净作生产为主

凉山州马铃薯生产以净作为主�主要作为大春
粮食作物。晚秋生产�作为秋马铃薯栽培及套作模
式比例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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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良种化程度低�技术落后
2001年我们实地走访�摸底采点问卷调查了

布拖、昭觉、雷波、美姑4县计7个乡马铃薯生产
状况。种植品种类型多达10余个�生产能力差异
较大�良莠不齐、混杂�生产性能普遍偏低。种植
技术不合理�不规范现象较为明显。
2∙4　马铃薯种植的综合效益参差不齐

在一些交通条件好�经营意识强�初步形成产
业雏形的地区�马铃薯商品化程度较高�效益较
好�在边远偏僻、自然气候恶劣地区�则主要作为
口粮、主食及牲畜饲料�其意义重要�但效益低。
不同种植模式、种植制度产生的农业综合效益差异
明显�马铃薯由于产业季节、地区差异等使其比较
效益也存在较大差距。
3　马铃薯生产的潜力及优势
3∙1　优越的气候条件宜于马铃薯高产

从生态习性方面看�马铃薯要求比较凉爽的气
候环境�喜强光照以及疏松湿润富含有机质的土
壤�强烈的日光照有利于马铃薯的光合作物�凉爽
的气候条件和昼夜较大的温差�有利于光合产物向
块茎中输送和积累。

凉山州除黄茅埂以东地带�多数地区光照充
足�全年光照时间1800～2600h�全年太阳辐射量
一般在110～130kca/l cm3左右�年降水量一般都
在1000mm 左右�但在季节分布上很不均衡�干
季降水 （11月至次年4月） 不到全年10％�雨季
则多达90％以上�正是马铃薯的生长季节�我州
大多数地区≥10℃积温小于4000度·日�大于
4000度·日的区域仅限于河谷地带�夏温不足�气
候冷凉�与其起源地相似。马铃薯生长期间�雨热
同季�温湿适度�温度年较差小�日较差大�适宜

·376· 中国马铃薯�第16卷�第6期�2002



马铃薯生长。
3∙2　旱地资源的客观因素�适宜发展马铃薯生产

全州耕地面积31∙3万 hm2�其中旱地23∙9万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76％。我州自然地形复杂�
山峦起伏�有平原、丘陵、山区�地势相对高差
大�海拔高差悬殊达5600m。大多数旱地是坡地�
只适宜种植旱地作物马铃薯、荞麦、玉米、燕麦
等�这就客观决定了马铃薯种植的基础性地位。丰
富的旱地资源为马铃薯生产提供了数量的保证。
4　制约马铃薯生产的主要因素
4∙1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差�观念落后

凉山州农民文化水平低�科技观念淡薄。马铃
薯种植区主要集中在高寒山区�旧的思想、传统根
深蒂固�积重难返�沿袭至今的刀耕火种�看天吃
饭�雨灌农业仍大有存在。
4∙2　农业基础薄弱�栽培技术落后

马铃薯栽培地区�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坡地�自
然生态条件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普遍�土壤耕层一
般较浅。种植经营不是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
盲目开荒。

马铃薯种植中平作方式居多�施肥水平低下�
种植密度偏稀�不利于高产。
4∙3　良种化程度较低�种植模式单一

“良种是个宝”�优良品种是农业中最经济、最
有效的科技手段。我们生产上品种混杂�生产性能
参差不齐�以中晚熟类型为主�早熟、中早熟类型
栽培较少。优良新品种推广应用、脱毒薯种植规模
程度有限。

我州马铃薯生产中�净作、大春种植较多�晚
秋生产、间套作较少。
5　马铃薯生产的发展对策思考
5∙1　建立优良种薯基地�实现良种化

切实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使用优良品种�以
选育优质、高产、抗病马铃薯新品种为目标�确立
育种战略基础地位不动摇。在高海拔、气候冷凉、
交通方便、技术力量强的地方�建立优良新品种凉
薯系列种薯原种基地�严格防虫防病措施�技术操
作�直接运用于农业生产。应该是一条经济、有
效、有较强现实针对性�技术性强的措施方案。

5∙2　茎尖脱毒�建立脱毒种薯的快繁体系
茎尖脱毒�是防止马铃薯多年种植病毒积累引

起退化的最有效途径�尽管存在着资金、成本高、
工作力度、局面的有限�但仍应有效地加强这项工
作�避免已有设备的闲置及盲目的又上新项目�重
复建设�无所事从�资金浪费�可考虑在已建立的
各县基点网室中选择条件好的3～4个有效良好运
作�统筹规划�辐射全州。
5∙3　完善配套栽培技术措施

增加肥力�深施化肥。在我州种植马铃薯土壤
类型主要为紫色土、土棕壤、黄红壤、黄壤等。一
般中等肥力地块�施农家肥1500～2000kg/667m2�
磷肥25kg/667m2�尿素7∙5kg/667m2�花期可看
苗追施尿素5kg 左右。深沟高厢�宽窄行错窝垄
作�覆土起垄要盖住块茎�垄高25～35cm�整薯
播种�切块则要严格消毒切刀。田管理沟培土�中
耕除草2～3次�以利田间排水�种植密度一般在
3500～4500穴/667m2为宜。
5∙4　提高复种指数�发挥整体效益

马铃薯植株较矮�适应性强�可在不同地区、
土质、季节与多种作物乃至蔬菜、果类间套作�播
种和收获的伸缩性极大�可作为良好的茬口作物。
应在耕作栽培制度、栽培模式以及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提高复种指数�发展秋马铃薯生产上有新路
子。可因地制宜的在1000m 以上2000m 以下低山
河谷地带实行春秋两作�1000m 以下的河谷平坝
可行秋冬二作。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光热气候资
源的整体效益�农业的综合效益。
5∙5　加强对马铃薯的产前、产中、产后配套服务

在产前�要重视对投入的经济社会因素�劳力
投入�土地的利用、资金的投入�进行科学的引
导；在产中�要提供管理�防治病虫害及自然灾
害；在产后�应畅通外销渠道�提高效益。
5∙6　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搞好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生
态建设�发展生态效益型农业。
5∙7　马铃薯农业产业化进程

马铃薯用途广泛�我州庞大的生产能力应形成
与之匹配的马铃薯深加工支柱产业�形成公司＋基
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多效并举�发展地方
民族特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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