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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春季乌盟农业局抽组技术力量重点调
查了凉城县、集宁市、中旗、后旗、四子五旗5个
旗县市的9个乡镇48个不同规模薯窖�涉及马铃
薯品种6个。结果发现马铃薯窖藏病害6种�各种
病害的发病率总计为15∙4％�个别薯窖发病率高
达40％～55％�发病率较高的病害有马铃薯晚疫
病、环腐病、软腐病及干腐病。该年乌盟贮藏鲜薯
约15亿 kg�窖藏病害发病率按15％计算�损失鲜
薯2∙25亿 kg�每 kg 按0∙6元计算�造成经济损
失1∙35亿元。由此可见�窖藏病害损失是相当严
重的。针对这一实际情况�调查过程中我们汇总分
析了许多马铃薯贮藏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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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管理和病害控制提供了理论根据。
1　马铃薯贮藏管理
1∙1　贮藏马铃薯的基本求

贮藏马铃薯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均衡地供应
商品薯和提供种薯。贮藏期间尽量减少损耗�杜绝
各种病害的发生及造成的腐烂�防止伤热、受冻、
发芽�达到接近新鲜马铃薯的水平�保持商品薯的
质量和种薯的种性。
1∙2　贮藏马铃薯的适宜条件

（1） 温度：贮藏温度应稳定在1～4℃为宜�
在此范围内薯块呼吸微弱�皮孔关闭�各种菌类不
易发展�块茎不发芽�重量损失最小。5℃时个别
霉菌开始活动�8～11℃时薯块呼吸强烈�菌类迅
速繁衍�薯块易发生腐烂�如温度在0～1℃时�
薯块中的淀粉开始转化为糖分�食味变甜�种薯变

6　贮藏方法
近年来�永久砖窖的贮藏方法一般为袋装垛

藏�用3mm×3mm 编织袋�40～50kg/袋�高6
～7袋/垛�长度视窖的大小而定�这样便于通风�
也便于定期观察�且贮藏期不用倒窖�省时省工�
出窖方便。一般窖贮量最大不能超过其总容积的
2/3�以1/2为宜。
7　化学防腐

马铃薯贮藏期病害很多�许多细菌－真菌都能
引发贮藏期病害蔓延�由于马铃薯致病菌种类繁
多�往往同一类块茎上�发生多种病害�甚至同一
块茎上有几种病菌�因此�化学防腐相当重要。
8　贮藏窖处理

入窖前�要将窖内清理干净�用石灰水、瑞毒
霉、多菌灵等处理地面和墙壁�用虫螨净熏蒸杀虫�

也可用杀毒矾、高锰酸钾＋甲醛熏蒸杀菌消毒。
9　种薯处理

下窖时�每 t 种薯用喷雾法施用含有50g有效
成分的苯并咪唑类杀菌剂�能很好地防止贮藏期病
害流行。由于喷雾法处理种薯不如熏蒸法易于操
作�因此用四氯硝基苯熏蒸更方便�效果也很好。

四氯硝基苯是一种选择性防腐保鲜剂�对马铃
薯腐烂病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还能延长马铃薯休眠
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种薯抑芽剂�每 t 用量含有
效成分5g左右。为防止四氯硝基苯的残留对种薯
发芽的影响�应在播种前3～4周出窖。

如果在贮藏后期发现种薯提前萌发�可用二异
丙基萘或二甲基萘200～300g/t 熏蒸�由于药效较
短�多用于短期内抑制种薯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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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1～－2℃时薯块受冻�其后便大量腐烂。
（2） 湿度：薯窖的相对湿度应保持在80％～

90％�如果高于此湿度薯块容易腐烂并提早发芽。
湿度太低�薯块易失水失重并变软、皱缩�失去食
用和种用价值。
（3） 空气：马铃薯在窖藏期间不断进行呼吸�

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热量和水分。如果不通
风换气�窖内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加�温湿度增
高�妨碍薯块的生理活动�引起病菌萌发、侵染�
导致薯块发病腐烂。
（4） 光照：光能使薯块变绿并形成对人畜有害

的龙葵素�所以薯窖必须保持黑暗无光。不过光照
对种薯无任何影响。
2　窖藏病害控制
2∙1　影响发病的因素

（1） 病害的类型：第一类是侵染性病害�如马
铃薯晚疫病、环腐病、黑胫病、枯萎病等。这些病
害在田间时已经发生侵染�进入窖内继续发展。另
外�在窖藏条件下�受若干弱性寄生菌的侵染而发
病的�如干腐病、软腐病。第二类是非侵染性病
害�如冻害、马铃薯黑心病�是直接由窖藏的不适
宜温湿度条件而引起。
（2） 伤：薯块皮薄质嫩�含水量高�收获、运

输、入窖过程中容易造成创伤破皮�许多贮藏期病
害又大都从伤口侵染。因此�伤口的多少�愈合的
快慢和程度�与贮藏病害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
（3） 热：马铃薯块茎 呼吸作用比较旺盛�因

而入窖初期�窖内温度很快升高�加之湿度大�二
氧化碳积聚多�常常形成缺氧呼吸而产生有毒物
质。如果通风不良�窖温长期不易下降�往往造成
热害�并导致多种窖藏病害侵染。
（4） 湿：窖藏薯块在伤热条件下�势必进一步

加强呼吸�所产生的水分又不能及时散发�凝结在
薯块表面�就会引起湿害。同时�在高湿条件下有
利于许多病菌萌发、繁殖和蔓延�导致病害加剧。
（5） 冻：收获前后�薯块在田间已受低温侵

袭�或收获后暴露田间未及时入窖�最易导致冻
害。贮藏期在小寒、大寒前后�温度极低�如窖口
封闭不严�窖温长期低于1℃�极易引起冻窖。
2∙2　窖藏病害的防治

（1） 适时收获�防止薯块受冻。乌盟马铃薯应

在9月中下旬收获�为了避免冻害�需选晴天收
获�当时运回�以防夜间受冻。
（2） 做好窖藏准备工作。薯块入窖前旧窖应彻

底打扫干净�窖壁要刮去一层土�以见到新土为度
或进行药剂消毒。方法一是喷雾�用40％福尔马
林50倍液�均匀喷洒窖壁四周；二是熏蒸�每 m3
空间用40％福尔马林10ml、高锰酸钾7g�先将
高锰酸钾置于容器内�然后注入福尔马林�即产生
消毒气体。以上两法在施药后密闭薯窖48h�然后
打开通气孔和窖门�2d 后窖藏薯块。如建新窖�
窖址应选在地势高燥�背风向阳�地下水位低而土
质坚实�排水良好的地或山坡地。一般窖深不宜少
于3～4m�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修建永久性砖石
窖。
（3） 精选薯块�细心收藏。收获和入窖时应将

带病、虫咬、冻伤、破损的薯块严格剔除。在收获、
运输、贮藏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造成伤口。
（4） 窖藏量必须适当�如窖贮过多�薯堆过

厚�初期不易散热�中期上层薯块距窖顶过近容易
受冻�后期下层薯块容易发芽。窖贮量太少�又不
易保温。一般以薯块装到窖高的2/3处即可�窖的
利用容积为贮窖容积的65％左右为宜。一般每 m3
鲜薯重约750kg�可根据公式计算贮量：

适宜贮量 （kg） ＝750kg×0∙65×贮窖容积 （m3）
（5） 薯窖应由专人负责管理。根据马铃薯贮藏

期间生理反应和气候环境变化�薯块入窖后应分三
个阶段进行管理。

贮藏初期：从入窖到11月底�块茎呼吸旺盛�
放热多。此阶段的管理应以降温散热为主�窖口和
通气孔要经常打开�尽量通风散热。随着外部温度
逐渐降低�窖口和通气孔应改为白天大开�夜间小
开或关闭。如窖温和堆温过高时也可以倒堆散热并
剔除病烂薯块。

贮藏中期：从12月至第二年2月�正是严寒
冬季�外部温度很低。此阶段的管理主要是防寒保
温�对窖温要经常检查�要密封窖门和通气孔�必
要时可在薯堆上盖草吸湿防冻。

贮藏末期：3～4月�外界温度转高�块茎已
通过休眠期�窖温升高易造成块茎发芽。此阶段重
点是保持窖内低温�勿使逐渐升高的外部温度影响
窖温�以免块茎发芽。白天避免开窖�若窖温过高
时可在夜间打开窖口通风降温�也可倒堆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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