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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马铃薯生产基本情况

陕西省薯类年播种面积 ��
�

�万 �心
，

其中马

铃薯 ��
�

�万 ��� ，

主要分布在陕南
、

陕北
。

陕北

地区 �包括榆林
、

延安�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

气候

冷凉
，

比较适宜马铃薯生产
，

年种植面积 ��
�

�万

�时 左右
，
以秋薯为主

。

陕南 �包括秦岭以南的汉

中
、

安康
、

商洛�属亚热带温润气候
，

地处秦巴山

地
，

温度较高
，

降水较为充沛
，

马铃薯常年种植面

积 �� 万 �耐 以上
，
以早春栽培夏薯为主

。

关中地

区 自然条件介于陕北
、

陕南之间
，

马铃薯仅有零星

种植
。

建国以来
，

陕西省薯类生产经历了三个时期
�

一是建国初到 ��年代的发展期
。

这一时期
，

薯类面积逐年扩大
，

单产提高缓慢
，

而且不够稳

定
，

尤其是马铃薯单产低
，

长期徘徊不前
。

全省薯

类生产面积由建国初 的 ��
�

�万 �时 发展到 �� 年

代末的 ��万 �时
，

并在 ����年出现历史最高面积

��
�

�万 �时
，

但单产水平低
，

一直在 ���留���时

左右徘徊
，

直到 ���� 年薯类单产才突破 ����以

���时 大关
，

�� 年代末 达到 ���叼���时 左右
。

分析这一时期的薯类生产
，

薯类基本被作为粗粮食

用
，

特别是在细粮产量减少的时期
，

薯类面积往往

较大
，
以保证粮食总量的供给

。

二是 ��年代的缓滞期
。

这一时期薯类生产面

积滑坡
，

单产徘徊不前
。

马铃薯面积下滑至 ��
�

�

万 �丁�� 左右
，

单产增产缓慢
，

且波动较大
。

此期

薯类面积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
，

农村生产力迅速提高
，

小麦
、

水稻等细粮

作物产量亦迅速提高
，

作为粗粮的薯类地位则不断

下降
，

面积 自然下滑
。

收稿 日期
� ����� 一 ��一 ��

三是 �� 年代以来的恢复期
。

这一时期马铃薯

面积有较大增加
，
���� 年面积达到 �� 万 ���平

，

创

历史最高纪录
，

单产达到 ���叼���时
。

�� 年代以

后薯类生产的持续升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

那

就是薯类正随着经济的发展
，

逐步由粮食作物向蔬

菜
，

向加工原料
，

向饲料转变
，

薯类生产有着比传

统粮食作物更好的效益和市场销路
，

因而面积再次

反弹
。

这种势头还在继续
。

� 陕西省马铃薯新技术推广现状

’

进人
“
九五

”
以来

，

陕西省委
、

省政府非常重

视马铃薯生产
，

总结经验
，

优化布局
，

将之做为稳

定
“
米袋子

” ，

丰富
“
菜篮子

”
的重要 内容抓好

，

促进贫困地区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农民收人的增

加
。

从 ��� 年开始
，

全省 以马铃薯项 目为龙头
，

大面积推广地膜覆盖
、

脱毒种薯
、

高垄栽培
、

冬

�早�播
、

短壮芽等高产栽培新技术
，

项 目推广面

积超过 �� 万 �时
，

有力的带动了全省马铃薯生产

的发展
，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近年陕

西省推广的先进马铃薯栽培技术主要有
�

�
�

� 地膜栽培

近年来
，

全省地膜马铃薯发展十分迅速
，

����

年推广面积已达 �
�

�万 �时
，

采用地膜覆盖栽培
，

一是增产幅度大
，

一般在 ��� 一���
，

甚至成倍

增长
。
���� 年 全 省 地 膜 马 铃 薯平 均 增 产鲜薯

�����
，

增产 ���
。
近年陕西省许多马铃薯高产记

录都由地膜栽培创造
。

二是经济效益显著
。

地膜栽

培马铃薯使播种期和收获期都大大提前
。

在汉江川

道丘陵平川地带
，

地膜马铃薯的播期提前至 �� 月

初
。

收获期由原来的 �月下旬至 �月上旬
，

提前至

�月中
、

下旬
，

这种季节时差使地膜马铃薯价格较

正常季节收获高出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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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良品种及脱毒种薯

����年
，

全省优良品种推广面积已达 ��
�

�万

�时
，

其中脱毒种薯面积达到 �一�万 �时
，

平均

增产鲜薯 ���叼���时
。
通过近几年马铃薯项 目的

推广
，

克新 �号
、

克新 �号
、

安薯 ��
、

沙杂 ��
、

��� 等品种的主栽地位进一步突出
。

上述 �大品种

占良种推广总面积的 ���左右
。

克新 �号
、

克新 �

号
、

津引 �号
、

津引 �号
、

丙
一

��
、

东北 白等品种

也都在积极扩大示范推广面积
。

各地基本上淘汰了

低产品劣的农家种
，

形成了 �一�个主栽品种
，
�一

�个搭配品种的生产用种格局
。

�
�

� 高垄栽培
����年全省高垄栽培面积 已达 ��

�

�万 �衬
，

增产鲜薯 ��� 一����岁���时
。

推广高垄栽培不仅

提高了产量
，

而且有利于保持水土
，

这对于 ���以

上坡地退耕还林还草
，

减少水土流失具有重要意

义
。

目前全省推广高垄栽培主要有两种形式
� ①起

垄栽培
�
垄宽 ����

，

垄距 �� 一����
，

垄高 �� 一
‘

��
��

，

一垄双行播种
。
主要在陕南应用推广

，

早

期可提高地温
，

后期可减少水渍对薯块的不利影

响
，

促进薯块膨大
，

防止烂薯 � ②坡地大垄沟技
术

�
适宜在 巧

“

以下的缓坡进行
，

核心是按
“
两犁

两精
”
法沿等高线起 ��一���� 的大垄沟

，

在沟内

施肥播种
，

生长中后期
，

结合中耕
，

破垄为沟
，

变

沟为垄
。
主要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推广

。

一般增

产 ���左右
，

大垄沟耕作技术融食了山地水平沟
·

川地垄沟和丰产沟的长处
，

既有保水保肥抗早增产

的功效
，

又有拦截雨水
，

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
。

在

生长后期
，

通过破垄为沟
，

变沟为垄
，

还可熟化土

层
。

陕西省马铃薯累计应用面积超过 �� 万 �时
，

增产 ���������时 以上
。

�
�

� 冬 �早�播技术

冬 �早�播主要技术原理在于
，

马铃薯在 �℃

以上就能进行生理活动
，

且在低温下生长的马铃薯

芽比较壮实
。

而陕南气候温暖
，

浅山丘陵地带几乎

没有冻土层出现
，

马铃薯播期可以提前至元月份播

种
，

地膜马铃薯可提前至 �� 月中下旬
，

即使中高

山区也可在 �月份播种
，

最迟于 �月上旬播完
。
近

两年
，

全省加大该项技术推广力度
，
���� 年全省

马铃薯冬 �早�播面积 已达 �
�

�万 �时
，

是 ���

年面积的 �
�

�倍
。

冬 �早�播的优点主要表现为明
�

显的
“
两早

、

两增
、

一高
、

一利
、

一减轻
”
效应

，

即早结薯
、

早成熟
，

一般早熟 ��一���� 增加产量

和提高商 品 品质
，

大 中薯率 提高 ��
�

��
，

增 产

��
�

�� � 高效
，

不需增加任何生产成本 � 有利于缓

和春耕生产争劳力
、

争水肥的矛盾
，

便于管理
，

并

能减轻马铃薯退化程度
。

�
�

� 其他新技术

�
�

�
�

� 短壮芽播种

采用脱毒小整薯短壮芽播种
，

有利早出苗
、

发

壮苗
，

减轻品种退化程度
。

技术要点是选用 ���左

右的脱毒小整薯在播前两个月左右单层摆放在室内

进行浴光催芽
，

以形成浓紫色至深褐色
，

短而壮实

的芽薯
，

然后趁墒播种
。

����年推广 ������
� ，

平均产鲜薯 �����以��砰
。

�
�

�
�

� 间作套种

马铃薯与禾谷类作物特别是玉米间作套种
，

有

利于提高单位面积上的光能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

特

别是对解决山区玉米播种过晚不能正常成熟有重要

作用
。

���� 年
，

全省马铃薯间作套种面积 �
�

�万

�时
。

据大面积调查
，

纯经济收人比单一马铃薯种

植提高 ���� 元���� 以上
。

� 陕西省马铃薯生产展望与技术对策

�
�

� 发展马铃薯生产有广阔的前景

�
�

�
�

� 马铃薯在全省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铃薯是陕西省继小麦
、

玉米之后的第三大粮

食作物
，

其播种面积和产量占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和产量的 ��左右
，

马铃薯生产的丰歉对全省粮

食产量的稳定有重要影响
。

目前
，

马铃薯面积已逾

��
�

�万 �时
，

占全省薯类面积的 ���
，

近年种植面

积仍在不断增加
，

单产不断提高
，

在全省粮食生产

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

�
�

�
�

� 马铃薯对全省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有重要意

义

全省马铃薯面积 ���左右种植在陕南
、

陕北
，

这里大多数是贫困地区
。

马铃薯是贫困地区农民群

众的基本 口粮和重要的收人来源
。

大力发展马铃薯

生产对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
，

增加农民收人

意义重大
。

�
�

�
�

� 马铃薯生产很有潜力可挖

陕南
、

陕北多为高山丘陵
，

有着适宜马铃薯种

植的气候条件
，

而马铃薯适应性广
，

抗逆性强
，

是

较为理想的抗旱抗灾作物
。

加之群众长期种植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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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技术基础
，

先进技术的应用能使单产明显提

高
。

近年全省推广以地膜覆盖
、

脱毒种薯
、

高垄栽

培为主的马铃薯综合高产栽培技术
，

增产增效幅度

大
，

为提高马铃薯生产水平奠定了技术基础
。

�
�

�
�

� 马铃薯用途广泛
，

市场前景良好

马铃薯宜粮宜菜
，

还是畜牧业
、

食品加工业
、

轻化工
、

医疗等行业的重要原料
。
目前

，

全省马铃

薯市场价格看好
，

销售通畅
，

马铃薯生产持续升

温
。

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
，

很可能成为陕西农业发

展的又一亮点
。

�
�

� 马铃签生产要向优质专用方向发展

马铃薯生产应向三个重点方向发展
，

一是发展

蔬菜用马铃薯专用品种
，

提高食用品质 � 二是发展

淀粉用马铃薯专用品种
，

提高淀粉食量
，

改善加工

品质 � 三是发展炸条
、
炸片等方便食品专用型马铃

薯品种
。

目前
，

马铃薯炸条
、

炸片等一系列方便食

品市场前景看好
，

发展潜力大
。

�
�

� 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

提高马铃薯生产综合

效益

近年
，

陕西马铃薯生产虽有很大发展
，

但产

前
、

产中
、

产后一系列生产环节还不能紧密联结
，

尤其是产后的加工
、

销售明显滞后
，

全省马铃薯基

本以粮用
、

菜用为主
，

伴有简单的粉条等初级加

工
，

加工规模小
，

层次低
，

生产综合效益不高
。

进

一步发展马铃薯生产
，

必须在提高生产水平的同

时
，

提高加工水平
，

通过系列加工转换
，

提高产品

输出档次
，

提高生产效益
，

增加群众收人
。

政府应

当积极鼓励和扶持一批从事马铃薯生产
、

加工和销

售的龙头企业
，

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
。

�
�

� 依靠科技进步
，
发展马铃，生产

�
�

�
�

� 继续加大马铃薯新技术推广力度
，

稳定提

高侠南
，

普及带动陕劝

陕南经过连续多年的综合技术推广
，

马铃薯单

产提高较快
，

今后应稳步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

稳定

提高陕南马铃薯生产水平
。
陕北马铃薯面积大

，

受

旱灾等自然灾害威胁严重
，

单产低而不稳
，

近年虽

有技术推广
，

但面积小
，

今后应重点抓好陕北马铃

薯的新技术推广工作
，

以更换和应用优良脱毒种薯

为核心
，

实施地膜覆盖
、

大垄沟种植
、

夏薯早播
，

秋薯晚播
、

摘花培土
，

间作套种等综合增产技术
，

尽快提高其生产水平
。

�
�

�
�

� 加大脱毒种薯推广力度

陕西脱毒马铃薯推广 已超过 �� 万 ���
，

但生

产用种繁殖代数高
，

使用年限长
，

增产潜力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
。

今后应进一步加大脱毒种薯繁育基地

建设
，

把高质量的脱毒种薯应用于生产
。

通过近年

的探索
，

全省总结出高山秋繁
、

单株系选留种
、

夏

播册芽留种等种薯繁殖方式
，

能最大限度减轻退化

程度
，

延长种薯使用年限
，

可 以在生产上示范推

广
。

微型脱毒种薯用量少
，

增产幅度大
，

应在全省

推广示范
，

力争通过更为经济的繁殖方法
，

降低成

本
，

加速微型种薯的推广
。

�
�

�
�

� 加大综合配套技术推广力度

依据各地实际
，

因地制宜地确定 �一�项核心

技术
，

围绕核心技术再确定一系列配套栽培技术
，

使先进生产技术整套应用于生产
，

提高技术效益
。

全省近几年来通过项 目集成马铃薯先进技术
，

已取

得很大成功
，

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推广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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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浙 江省 台 州 市路桥 区 新桥正大 筛 网 厂
马铃薯专业委员会推荐生产厂家 防虫网专业生产厂家

�台】洲匕出贬节比—一刊沁戈开舀协马全良倪卜习协马全月民列尸‘ 舌石

本厂是以生产农林科研实验繁育良种用品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定点企业
，

历史悠久
，

产品畅销全国
。
目前全国已有

近����项科研课题
，
����余个良种公司

、 �

良繁场等单位使用本产品
，

深受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
，

欢迎来函来人洽谈
。

碑 厂 产 品 质 贵 实 行 三 包
，

代办托运
，

地 禽 特 珠舰籍
，

精捉肴 联 味
。

厂址
�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凤阳庄路�号

电话
� ����一��������传真� 手机

� ������������

邮 编
�

宅 电
�

厂长
�

夏仙林可 � �、 � 日乏
�

���月小
二

狱
。 �，一。 、

磐互，强卿亘黝想更停熟
…、 …�

联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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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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