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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何发展凉山州高寒山区马铃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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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农科所 �������

凉山州地处我国西南
，

位于东经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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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小 该地区

自然地型复杂
，

地势相对高差大
，

年降水量

������ 左右
，
日照时数 ����� 以上

，

属典型

的高原立体气候 区
。

在凉 山州的高寒 山区

�海拔 ����� 以上�
，

年均温 �一�� �
，

年降

水量 ���一 ������
，

无霜期 ���一����
，

马

铃薯生长期 �一�月份
，

雨水多
，

基本无霜冻

出现
。

海拔高
、

温度低
、

气候冷凉
，

具有发

展马铃薯生产的优越条件
。

近几十年来
，

高

寒山区的彝族 人民已把种植马铃薯作为自已

解决温饱的重要手段之一
。

据统计
，

凉山州

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 已在 �万 �� “
以上

。

但

是
，

由于历史
、

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
，

经

济还比较落后
，

致使我州高寒山区马铃薯生

产上一直存在着抗病品种单一
，

良种推广不

够普及
，

品种混杂
，

退化严重
，

栽培耕作粗

放
，

加之缺乏马铃薯产品的深加工开发等问

题
，

严重制约着我州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

针

对上述问题
，

就如何发展我州高寒山区马铃

薯生产
，

提出如下色些看法
。

� 选用抗病
、

高产的良种

凉 山州 ���的种植面积集 中在高 山地

区
，

但 �� 年代中期
，

在金阳
、

木里
、

美姑等

十三个县 �市�发生的马铃薯癌肿病危害
，

却

给我州高寒山区马铃薯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

收稿 日期
� ����一��一��

响
。

虽然我州曾先后培育了凉薯 �号
、

凉薯

，�、

凉薯 ��
、

凉薯 �� 等抗癌高产品种在生产

上运用
，

但由于交通
、

经济
、

农民意识等方

面的原因
，

现仍有 ���的种植面积在使用已

严重退化的飞拉等品种
。

为此
，

应加强政府

行为的参与
，

采取行政手段
，

强制农民更换

抗癌品种
。

��� 建立完善的良种繁殖体系
。

建立健

康的良种繁育体系
，

既是克服马铃薯病毒病

危害的根本措施
，

同时也是控制由种薯传播

其它病虫害的有效途径
。

凉山的马铃薯主产

区
，

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
，

大都在海拔 ����

一����� 的高寒凉冷山区
，

这样的自然气候

特点
，

有利于保持原种和繁殖种薯
。

因此
，
我

州各马铃薯主产县都应利用脱毒薯便于运输

的优势
，

建立一个一级 良繁基地
，

并在各马

铃薯主产区
、

乡建立二
、

三级 良繁基地
，

并

选派乡农技员进行专门培训
，

负责良繁基地

的去
一

劣
、

去杂等工作
，

以保证运用在生产的

种薯是无毒 �病�或带毒 �病�较少的种薯
，

从而解决由退化
、

混杂引起的产量
一

「降间题
，

并为边远
、

交通不便的山区提供更换品种的

方便条件
，

促使我州生产上能尽快全面使用

抗癌肿病的无毒 �病� 或带毒 �病�较少的

优 良品种
。

���加强病害的检疫及种薯运输管理
。

癌

肿病是由真菌引起的一种检疫性病害
，

其病

源菌可随水流
、

人
、

畜及种薯传播
。

我州现

尚有部分县
、

区
、

乡未发现癌肿病危害
。

因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此
，

在种薯的调运方面应加强检疫和管理
，

严

格遵循不从病区调往无病区
，

可从无病区调

往无病区
，

病区调往病区的原则
，

同时对从

境外调入的种薯应对其它病虫害进行检疫后

方可进入
，

从而促使我州马铃薯生产向健康

的方向发展
。

� 改进栽培技术
，

提高耕作水平

优良的栽培技术是促使马铃薯生产获得

丰产的外因
。

过去凉山高寒山区马铃薯生产

上大都耕作栽培粗放
，

今后应在以
一

�几个方

面加以改进
，

才能获得更大的增收
。

��� 加深耕层
。

凉山州马铃薯主产区耕

地 深 度大 都 在 ���� 以 内
，

有 的 还 不 到

����
，

实践表明
，

耕地深度达到 ����
、
左右

，

才能获得高产
，

马铃薯种植地
，

应在第一次

降雪前
，

土壤湿度适宜时
，

把地翻耕好
，

促

使土壤能充分吸收水分
，

以保证苗齐
、

苗壮
，

给根系生长和茎块膨大创造条件
。

���增施尿素和磷钾肥
。

据研究
，

生产

������ 薯块
，

需要吸收 � �
�

���
、
��� � ���

、

� �� ��
�

���
，

三者的比例大约为 � � � � �一

刁
。

除了部分 由土壤供给外
，

很大一部分需从

所施的肥料中吸收
。

但是凉山州种植马铃薯

一般每 ���� ”
只施 ����

一
����� 农家肥

，

基本不施任何化肥
，

结果个体小
、

群体差
、

产

量低
。

如在播种时每 ���� �

增施 �一 �
�

���

尿素作基肥
，

可增产 ���左右
，

有条件的地

方还应同时堵磷
、

钾肥作基肥
。

��� 适当加大密度
，

提高光能利用率
。

昭

觉
、

美姑等县大面积生产上马铃薯种植密度

一般都在 ����一 ����株�����
�

之间
。

根据

我们的试验研究表 明
，

米拉
、

凉薯 �� 品种净

作的最适密度应在 ����株�����
’
左右

，

凉

薯 �� 的 播 种 密 度 应 在 ����� ���� 株�

�����之间
，

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

�的 实行深沟高厢
、

双行垄作
。

高寒山

区
，

冬春干旱
，

夏秋多雨
，

地下水位偏高
，

土

温低
，

易渍水
，

不利于土壤养分的释放和马

铃薯幼苗的早生快发和薯块膨大
，

常规种植

限制了马铃薯生产潜力充分发挥
。

实行深沟

高厢
、

双行垄作
，

能发挥边行优势
，

增加通

风透光
，

提高光能利用率 �加之排水 良好
，

可

大大降低马铃薯晚疫病
、

青枯病的发病率
。

疏

松土层的加厚亦有利于薯块的膨大
。

� 发展马铃薯加工业

近年来凉山州马铃薯生产发展不够快
，

除了品种
、

栽培
、

耕作等方面的原因外
，

还

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
产品的利用方法单

一
，

除了少部分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外
，

大部

分都留作食用和牲畜饲料
，

经济收益不高
，

因

而难以调动种植者的积极性
。

如何才能将凉

山州马铃薯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

势
，

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是 目前值得我州

思考的问题
。

国外利用马铃薯具有丰富的淀

粉的特点
，

进行油炸食品
、

快餐食品的开发

及食用
、

医用
、

工业用淀粉的加工提炼
，

拓

宽了马铃薯的用途
，

促进了马铃薯生产的发

展
，

而我国亦仅有少数省份开展马铃薯的深

加工
，

凉山州及四川省至今仍没有一家像样

的开展马铃薯深加工的企业
，

因而
，

尽快采

取多种形式的资金和技术引进
，

开展马铃薯

深加工的研究与利用
，

对于促进我州马铃薯

生产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

� 加强新品种选育工作的投入

生产上运用的品种单一
，

将会给马铃薯

生产带来毁灭性灾难�爱尔兰晚疫病大流行
，

��� 万 人大逃亡已是前车之鉴�
，
虽然我州现

在生产
�

匕运用的优 良品种有几个
，

但从发展

的角度看
，

其品种仍显单一
，

如要使马铃薯

生产能够持续
、

稳定
、

长足的发展
，

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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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云南省马铃薯良种繁育

体系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张勇飞

�云南师范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 昆明 �������

自 ���� 年昆明
、

会泽等地开始推广脱毒

马铃薯至今的 ��余年间
，

脱毒马铃薯及配套

生产技术以其显著的增产效益逐渐引起了各

级政府和广大基层农业部门对它的认识与重

视
，

全省掀起了推广种植新品种脱毒马铃薯

的热潮
。

省政府对脱毒马铃薯的推�
‘ 一

工作也

十分重视
，
��，�年省政府将脱毒马铃薯的推

�
卜

‘

作为第一批重大农业科技
“
省长项 目

”
在

全省的 �� 多个县市推�
‘ 一 ，

���� 年又针
·

对脱

毒马铃薯工作召开了省政府第 �� 期办公会

议
，

决定将马铃薯的脱毒种薯生产纳入
“
良

种工程
”
进行重点推广

，

省地计划安排财政

投入 ���� 万元和信贷资金 ����万元
，

扶持

脱毒马铃薯种子产业化工程
，

并将省长办公

会议纪要即 《云南省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
‘

体

系建设会议纪要 》 下发各地组织实施
。

计划

收稿 日期
� ����一��一��

到 ����年使云 南 省的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
，

即 ��万 ���
为优质的脱毒薯所覆盖

。

上述政府的积极支持使马铃薯生产面临着一

个难得的发展机会
。

与此同时
，

对马铃薯脱

毒种薯生产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
，

尽可能地完善我省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

体系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

本文结合作者多

年从事马铃薯科研及脱毒技术推广工作积累

的一些经验
，

就脱毒马铃薯项 目中通常易被

忽视的方面谈谈 自已的看法
，

供同行专家和

脱毒薯体系建设的
一

有关项 目承担单位参考
，

以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

� 立足云南实际规划 良繁体系

在我省试验
、

推广马铃薯优 良种薯繁育

体系时
，

首先应对限制我省马铃薯生产发展

带诀带未
料安去书表案未丧来书艺岭未峨椒书椒来橄案去料

琳索案寮
料

妥
料杖

去晰索兴未带女来索
料

兴
株

宋
料

兴来峨科
未
料带椒峨淑水

料
报来水晰未峨方兴来晰未安雄晰众

要有连续不断的适宜我州自然气候
、

地理等

特点的品种在生产上应用
。

通过我所几十年

的研究表明
�

我州是马铃薯癌肿病病发区
，

且

马铃薯生长期内
，

温度低
，

雨水多
，

利于晚

疫病的发生
，

从外面引入的品种大多不抗癌

肿病或晚疫病
，

我州生产上应用的品种主要

还是要依靠 自已选育
。

但自前
，

在我州长期
、

专门从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的仅
一

有一个课题

组
，

而由于科研经费的投入不足
，

科研设施

简陋
，

研究条件差
，

致使新品种选育与试验

示范工作面临许多困难
，

今后如能投入更多

的物力
、

人力
，

连续不断地培育出在产量或

品质上具有突破性的良种
，

利用脱毒快繁技

术
，

在生产
，�

仁推广应用
，

对子促进高寒山区

人民解决温饱
、

脱贫致富及农村经济的发展

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