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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在青海种植历史悠久�马铃薯的生产与

发展在我省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种植面积已
达4∙6万 hm2�占全省粮食总面积的14％�占粮
食总产的18％。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研究推
广马铃薯脱毒技术�1996年开始实施欧盟援助
《青海省马铃薯发展项目》�建立了具有国内先进水
平的马铃薯脱毒科研基地�配备了先进的组培和检
测仪器设备�全自动温室和防虫网棚�加强了示范
推广工作�使脱毒马铃薯的种植区域由最初较小区
域发展到全省农业区各县�乐都、民和、湟中、互
助等县脱毒种薯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马铃薯优
质、高产的基础已经奠定�实现马铃薯种薯生产产
业化的前景良好。
2　发展优势
2∙1　自然优势

从马铃薯的生长条件分析�马铃薯特别适宜冷
凉的气候条件�完成一季生产所需≥0℃的积温低
限为1200℃�适宜积温为1600～2000℃。块茎萌
发适宜温度为12～18℃�叶片生长的最适宜温度
为20℃�块茎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6～18℃。马铃
薯是喜强光照作物�长日照有利于马铃薯进行光合
作用和块茎生长�利于营养转化和淀粉积累。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农作区海拔
1650～3643m�年平均气温在0∙6～8∙6℃之间�
昼夜温差大。东部农业区气侯凉爽�≥0℃的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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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01∙7～3510℃之间�光照资源丰富�年日照
时数2454～3128h�年总辐射量591∙6724∙7kcal／
cm2。凉爽的气候�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光照
充足�大阳辐射量大等均十分有利于马铃薯的生
长。尤其是在海拔2400～3200m 的中、高位山区�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自然的隔离带�加之
气候冷凉�传播病毒的蚜虫很少�是生产优质、高
产脱毒种薯的良好场所。有希望成为全国马铃薯种
薯生产基地之一。
2∙2　品种优势

青海省于20世纪60代初在大量引种的同时�
开展育种工作�相继引育成高原4号、下寨65、
青薯168、青薯2号和脱毒175等多个优良品种�
为发展马铃薯生产做出了贡献。这些品种淀粉含
量、干物质含量、还原糖含量、粗蛋白质、维生素
及平均产量都比较高。是理想的马铃薯食品、淀
粉、饲料及工业原料。
表　青海省马铃薯品种营养成分及平均产量

　　营养成分 高原4号 下寨65 青薯168 青薯2号 脱毒175

淀粉含量 （％） 18∙16 19∙85 17∙30 22∙86～25∙83 18∙80
干物质含量 （％） 23∙20 26∙90 21∙70 26∙29
还原糖 （％） 0∙49 0∙23 0∙68 0∙63
粗蛋白质 （％） 1∙45 1∙13 2∙07 1∙66
维生素 C （mg／100g） 16∙20 11∙40 11∙34 20∙92
平均产量 （667m2／kg） 1500～2000 2000～2500 1500～2000 2000～2500

2∙3　种薯质量
由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省农科院生物技

术中心等单位合作制定�由省技术监督局颂发了
《马铃薯脱毒种薯病毒检测标准》、 《马铃薯脱毒种
薯分级标准》及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操作规
程》三项地方标准�并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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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这三项标准已开始实施�为种薯质量起到技
术保障。

我省农科院生物中心生产的脱毒苗及微型薯经

病毒检测专家鉴定�除少部分脱毒苗带有 S 病毒
外�均不带任何病毒�种薯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水
平�得到了国际马铃薯中心高度评价。青诲冷凉的
气候条件及优良的自然隔离环境�传播病毒的蚜虫
很少�所以�县、乡级脱毒种薯繁育基地生产的种
薯质量优良�退化慢�病虫害发生轻�M3、M4
代种薯的增产效果仍然显著。
2∙4　完善的推广体系

在欧盟的援助下我省已建立了以青海省农科院

生物技术中心为龙头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马铃薯

脱毒中心。该中心占地3500m2�有组培及病毒检
测实验室1000m2�全自动温室1000m2�并配备
了先进的马铃薯组培、病毒检测、微型薯贮藏等仪
器设备。建立了以县级原原种繁育基地为桥梁�若
干个乡级繁育基地为依托的三级脱毒种薯繁育推广

网络。农科院生物中心负责马铃薯茎尖组织培养�
脱毒苗、微型薯生产及种薯病毒检测；县级种薯繁
育基地负责原原种 M0、Ml生产；乡级种薯繁育基
地负责 M2、M3、M4生产。严格按照科学的脱毒
种薯繁育推广比例�设置不同品种的、不同代数的
繁育基地�在全省形成了完整的脱毒种薯扩繁体
系。全省每年生产脱毒微型薯160万粒�原原种生
产基地1∙4hm2�年生产 M01∙8万 kg�M1生产基
地20hm2�年生产 M1种薯60万 kg�M2生产基
地200hm2�年生产 M2600万 kg�M3生产基地
共2666∙7hm2�年生产 M3种薯8000万 kg。
2∙5　科技优势

从1996年实施的欧援青海省马铃薯发展项目�
先后多次派专业技术人员赴英园、荷兰、东南亚及
国内脱毒马铃薯生产先进地区进行培训学习�熟练
地掌握了脱毒马铃薯茎尖剥离、组培、脱毒苗快
繁、微型薯生产及种薯繁育技术、病毒检测技术�
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项目单位都能独立地做
好脱毒种薯繁育工作。

近年来�农业科技人员对马铃薯栽培中相关的
技术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示范�在马铃薯脱毒技术
和相关的种薯繁育体系建设、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马铃薯加工技术研究、马铃薯生产中病虫害防
治及病毒检测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并及时推广

到生产中�发挥了显著效益。各级农技推广单位十
分重视对农民的科技培训�编制了大量培训教材�
以生动的方式�PRA 方式培训马铃薯种植户�使
他们的科技素质得以较大提高。全省脱毒马铃薯推
广面积已达2∙7万 hm2�脱毒马铃薯平均产量达到
1600kg／667m2�最高记录达到4045kg�平均在西
北五省名列前茅�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46％。
3　马铃薯发展方向
3∙1　发挥脱毒种薯优势�扩大种薯生产

目前我省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没有形成较大规

模�种薯成本较高�没有生产规模�即无法实现经
济规模。要发展马铃薯生产�就必须充分发挥我省
独特的气候环境及生产的优质脱毒种薯优势�继续
加强脱毒科研工作�完善脱毒种薯繁育推广体系�
建设无土栽培温室�扩大种薯生产规模�实现周年
连续生产种薯�创出自己的种薯品牌。不仅将种薯
销往省外市场�并可为兄弟省繁育种薯�也有条件
打入国际市场�走种薯产业化道路。
3∙2　加强种薯质量管理体系

优质种薯是生产高产、优质、高效马铃薯的根本
保障�发展马铃薯生产�就必须加强种薯质量管理。
首先�进一步完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严格按种薯生
产程序进行繁种。二是成立脱毒种薯质量检测中心�
负责全省脱毒种薯的质量、病毒捡测�按检测结果确
定种薯质量等级�并颁发种薯合格证。三是做好种薯
质量跟踪监控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工作。
3∙3　强化市场营销

我省马铃薯种薯产业化和商品薯产业化尚未形

成�缺乏产业链条中的龙头企业。为了我省马铃薯
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
的的原则�不断提高市场运作水平�拓宽马铃薯流
通领域和销售市场�培育农村流通组织和外销网
络�建立几个大型马铃薯批发销售专业市场�充分
发挥农业部门职能优势�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
条龙服务。吸引国内外的企业家到青海投资办厂�
建立一种种植有指导�生产有技术�销售有服务�
价格有保护的有机产业化发展体制。

马铃薯产业化的建立和完善�将为脱毒种薯的
科研、繁育�商品薯的扩大规模�起到重要的催化
作用�也将在增加农民收入中起到重要作用。青海
省委、省政府已决定把马铃薯作为产业调整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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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县秋播马铃薯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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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全南地处江西最南端、九连山脉脚下。处于北

纬24°30′～25°16′�东经114°10′～114°50′�属中亚
热带季风型气候�具有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
霜期278d左右 （初霜日12月4日�近20年内少数
高寒山区11月29日出现了初霜；终霜日2月5
日）�夏无酷热�冬无严寒�雨水充沛” 的气侯特
征。由于这一气侯特点�我县早在20多年以前就有
种植冬播马铃薯的习惯。近几年来�春节前后及4～
5月�马铃薯市场越来越走俏�价格不断上扬；特
别是春节前后1个月�马铃薯价格更是看好�冬播
马铃薯的面积也不断扩大�但其产量和效益毕竟不
很高�若能秋播�在初霜来临之前就已成熟可收获�
产品可在春节前上市�其价格和效益更可观。如何
搞好秋种�提高产量、品质和效益�我们1998、
1999和2000年连续三年在我县不同地域进行了马铃
薯秋播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试验与调查研究�总结出
一套适应我县马铃薯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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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措施
2∙1　品种选择

在品种选择上�既要考虑早熟�又要考虑外形
好、品质优、能出口、创高效的因素。根据试验结
果�在我县秋播应选择休眠期短的早熟品种－－－费
乌瑞它最适宜。
2∙2　实行种薯催芽�适时播种

秋播马铃薯的关键点是既要做到苗期能躲过秋

季高温的危害�又要避开冬季初霜的袭击�即在初
霜来临之前就已膨大成熟可待收上市。根据我县的
气侯条件和试验结果表明�8月25日左右把种薯
晒上1～2d�将种薯切成25g 左右的立方体块
（必须保证每块最少有一个芽眼）�用1／2500浓度
的高锰酸钾溶液泡3h消毒捞取 （或以种块切面不
烧焦为宜）�再用2mg／L 的 “九二○” 溶液均匀
地喷撒到种块切面上�打破休眠 （若休眠期已过�
即不必用 “九二○” 浸或喷）�待种块凉干、切口
愈合后�在荫棚下采取沙培催芽方法催芽�经10d
左右�种块即长出嫩芽�将已出芽的种块扒出凉
干�露芽4d�使芽变成浓绿色�根据种块芽的长
短于9月15日前分别播于不同的田块里�以保证
苗全、苗齐�不发生争光、争肥等现象。

要产业�在今后几年中做大做强�为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发挥更大的作用。
3∙4　发展马铃薯加工产品

我省生产的商品薯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但马
铃薯加工企业规模小�消化商品薯的能力低。今后
将加强马铃薯淀粉、马铃薯泥、薯片、薯条、马铃

薯粉条、粉丝等产品加工的专用品种选育和引进�
选出更优良的加工品种。马铃薯加工是马铃薯产业
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加强马铃薯贮藏的基础设施
及加工企业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国
内外的企业家到青海投资创办马铃薯加工厂�不断
提高马铃薯加工产品的质量�扩大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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