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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云南省马铃薯种植区划中
，

云南南部及西南部

属于春播马铃薯不太适宜区
，

大多数地方的气候不

适宜春播马铃薯的种植
，

少数较凉的高山区
，

虽有

零星种植
，

但结薯少
，

薯形小
，

产量较低
。

一些专

家认为
，

在有耐热品种和热带地区推广马铃薯栽培

技术成熟情况下
，

可适 当发展秋 ��月 一 翌年 �

月�
、

冬 ��� 月 一 翌年 �月�季马铃薯栽培
。

据

����年统计
，

全 区马铃薯总种植面积约 �万多

�时
，

平均单产约 �
�

����时 � 其中冬马铃薯面积约

占��
�

��
，

平均单产不到 �
�

����时
。
近年全省面

积推广种植脱毒马铃薯
，

本区马铃薯种植面积有所

增加
，

估计约 �
�

�万 �心 左右
，

主要是秋冬季种

植面积的增加较快 �作淡季或早上市菜薯�
。

总的

来说
，

尽管本区引进了较多脱毒马铃薯新品种及 良

种推广种植
，

但总产量的增加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

高仍未达到预期效果
。

如普遍认为适宜本地区推广

种植的会
一

�号脱毒 良种
，

在本地 区平均单产仍未

突破 ��
�

�����
� 。

但该品种在大理等地秋
、

冬季种

植
，

历年的平均单产均在 �����时 以上
。

近几年来
，

笔者在进行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及

配套栽培技术推广过程中
，

考察了该地区潞西
、

临

沧
、

永德
、

峨 山
、

元江
、

元 阳
、

红河
、

蒙 自
、

弥

勒
、

文山
、

西畴等十多个县 �市�的马铃薯生产 �

同时与部分县 �市�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协

作
，

进行脱毒马铃薯秋
、

冬季种植的品种评价筛选

及丰产栽培试验
。

基于上述考察和试验结果
，

笔者

试就本区马铃薯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一浅析
，

并提出该地区秋
、

冬季种植脱毒马铃薯的丰产栽培

技术措施 �见下期—本刊注�
，

供同类型地 区深

人研究及示范推广参考
。

收稿 日期
� ����一 ��一 ��

� 滇南秋
、

冬季马铃薯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有气候和栽培条件方面的原因
，

有历

史的成因
，

也有由于种植户科学种植意识薄弱
，

对

马铃薯品种的适应性
、

抗逆性
、

生长发育规律和栽

培管理技术措施等不甚了解而造成
。

栽培管理不规

范也是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

�
�

� 种薯退化问题

本区由于夏秋气候炎热
，

湿度较大
，

冬春季气

温也较高
，

各种病虫害发生较多
，

马铃薯种薯退化

较快
。

因此
，

本区大多数地方既不能 自行生产种

薯
，

也不能留种
。

大多数种薯从滇东北
、

滇西北高

海拔基地及滇中部分高山基地调运而来
，

种植一季

后即全部作商品薯销售或作食用
、

饲用
。

但也有一

些地方品种
，

由于长期 自行 留种
，

多年重复种植
，

致使种性严重退化
。

脱毒种引到本区种植后
，

若第

二年再留种种植则产量也会变得很低
。

由于本区马

铃薯不是主要作物
，

所以进行品种改良和配套栽培

技术措施的研究不多
。

�
�

� 少雨干旱
，

灌溉条件较差

本区种植马铃薯的地方
，

有一半左右为旱地
，

在晚秋及冬
、

春少雨士早的情况下 �大部分年成是

这种情况�
，

土壤湿度的保持较困难
。

在 自然状况

下
，

只有一些经过长期适应的老品种才能存活或基

本生长
。

即使用平地种植马铃薯
，

一些地方的灌溉

水源又有限
，

且灌溉设施较差
，

灌溉次数较少
。

马

铃薯属需肥较多的高产作物
，

而且大多数脱毒马铃

薯新品种生长势较强
，

更需要高水
、

肥条件
。

因

此
，

本区晚秋及冬春季少雨干早
，

成为推广种植脱

毒马铃薯的三大限制因素之一
。

�
�

� 土壤有机质含�低
，

肥力不足

已考察的部分县市中
，

多数种植马铃薯的旱地

属红黄壤或灰沙壤土
，

土层较薄
，

有机质含量较



中国马铃薯
，

第 �� 卷
，

第 �期
，
���刃

低
。

一些地方农民耕种
，

较少施用农家肥或不习惯

施农家肥
，

种植脱毒马铃薯的土壤肥力严重不足
。

因此
，

本区土壤肥力及土地的选择成为发展马铃薯

生产的三大限制因素之二
。

�
�

� 科技意识薄弱
，
栽培管理跟不上

此为滇南地区发展马铃薯的三大限制因素之

三
。

有相当一部分种植户把马铃薯当作懒庄稼
，

认

为不需精细管理 �包括水
、

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

因受到一些片面宣传的误导
，

一些种植户有
“
凡是

脱毒马铃薯都是好的
”
错误观念

，

不考虑品种适应

性及种薯质量
。

统一组织管理
、

对农户的科技培训

及配套的技术跟踪指导服务等较欠缺
。

�
�

� 病虫危害严重

本区由于气温高
、

湿度大
，

大部分县市夏长冬

暖
，
四季不分明

，

马铃薯各种病虫发生较重
，

比高

海拔地区复杂且严重得多
。

青枯病
、

黑胫病等是本区马铃薯生产重要的细

菌性病害 � 在温度适宜而湿度较大的情况下
，

晚疫

病的发生也较重
。

特别对一些不抗病或抗病性较差

的品神类型
，

晚疫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
，

造成严重

减产甚至绝收 � 潜叶蝇是近年云南省大面积发生的

虫害
，

据估计
，

潜叶蝇可造成冬季马铃薯的产量损

失达 ��� 以上 � 块茎蛾主要危害本区秋
、

冬季收

获的马铃薯
，

在温暖干早的条件下
，

严重影响贮藏

期间薯块的商品性能
，

甚至带来软腐病菌等二次侵

染
，

致使块茎大量腐烂 � 如 ���� 年弥勒县某基地

冬种收获的 ��多 �块茎
，

因贮藏期间块茎蛾大发

生未及时防治
，

造成 ����的损失
。

黄蚂蚁
、

地老

虎是该 区较为严重的土壤害虫
，

咬食马铃薯幼嫩

茎
、

叶
、

根和块茎
，

严重影响产量和块茎商品价

值
。

对上述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

本区马铃薯种植户

以往做得不够或没有针对性
。

如对潜叶蝇的防治
，

对于大面积发生区
，

需平均每 ���就喷一次药
，

而

且需要在一定范围内统一集中进行
。

因此
，

在没有

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组织领导情况下
，

农户基本不

进行防治
，

或认为防治也没有效果�特别是马铃薯�
。

�
�

� 其它方面的问题

如二次结薯
、

霜 冻
、

块茎空心 �黑心或有硬

核�
、

种植密度不够
、

未成熟收获等等
。

二次结薯

主要发生在本区冬季或早春温度较高的地区
。

特别

是一些块茎休眠期短
、

要求短 日照条件的品种类型

�如 �����
�

��
，

在 �月以后气温越来越高
、

日照

越来越长的情况下
，

二次结薯尤为严重
，

还出现植

株徒长现象
。

造成大幅度减产及薯块商品性能降

低 � 块茎空心主要发生在较大薯块上
，

主要因为

水
、

肥管理不均匀
，

块茎在短时间内过快生长造

成
，

使商品价值降低 � 块茎空心在临沧
、

蒙自
、

江

川等地发生较多
。

某些品种更易出现块茎空心
，

如

会
一

�号
、

中甸红眼等
。

块茎黑心
，

则是 田间或贮

藏期间温度过高或过低
，

块茎周围的空气流通受到

限制而缺氧造成
，

发病的块茎随后腐烂 � 田间管理

不善收获的块茎和贮藏不适当的块茎更易发生这种

情况
。

一些专家经研究认为
，

块茎内部形成硬核
，

是养分供应不平衡造成
，

严重缺钾时更易出现这种

情况 � 霜冻及未成熟收获情况的发生
，

主要是因为

对品种熟期
、

生育特性等不了解
，

同时对种植时期

的选择不适当带来
。

其次
，

由于特殊气候变化或农

民出于对市场销售价格的考虑
，

也会出现这些情况

而造成损失
。

如一些地方为了赶早上市
，

不顾较偏

北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

提前播种
，

结果苗期遇

到霜冻
，

植株地上部分死亡
。

待植株重新发 出时
，

时机已过
，

有可能还会遇到后期高温和长 日照条

件
，

这样产量和效益均受到影响
。

而一些农户受市

场价格变化的影响
，

不完全成熟即收获
，

表面上看

单价较高
，

实际上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较大
。

楚雄

等地做过试验
，

品种 �����
�

�提前 ���左右收获
，

产量损失高达 ���
。

另外
，

本区马铃薯种植
，

普

遍存在播种密度不够的情况
，

难于发挥群体效应
，

提高产量
。

在我省来说
，

一般大春一季作马铃薯密

度可低一些
，

而秋冬季种植密度则应适当加高 �一

般每公顷 �����株左右�
。

上述这些问题
，

过去因农户没有得到及时指导

而一直未能很好解决
。

特别是近几年
，

许多地方没

有严格按照农业技术推广法
“
试验

、

示范
、

推广
”

三法则来组织新 品种
、

新技术的种植推广
，

工
、

农
、

商
、

学
、

兵都来进行脱毒薯的调运
、

销售和大

面积推广种植
，

串现问题更多
。

为了滇南马铃薯产

业健康
、

稳定地发展
，

各地除了认真深人研究
、

切

实解决好上述问题外
，

还应加强本地区马铃薯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及产品出路方面的研究
，

规范良种进

出
，

保证种薯质量
，

开拓产品市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