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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我国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
，

全

国各地均有种植
，

尤其近几年来
，

由于科学

技术在马铃薯作物上的应用
，

使马铃薯产量

直线上升
，

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

但是
，

在南

方部分地区由于种薯必须经过比较长时间高

温条件下贮藏
，

次年春播种植往往出现
“
次

生块茎
” ，

不出苗或植株明显矮化等现象而导

致严重减产
。

由于种薯退化原因和种薯当地

留种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

在一定程度

上使南方地区马铃薯生产发展受到限制
。

为

此
，

多年来广大的农业科技工作者针对上述

问题采取不同贮藏方法
，

高海拔山区建立种

薯生产基地
，

不同种收期留种
，

北薯南调及

茎尖脱毒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

现将

南方地区马铃薯种薯来源和近几年各地研究

结果归纳如
一

卜
。

经济效益方面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

同时对

新品种的引进
，

推广应用也起着积极的意

义
。

北方种薯当年种植一般比当地品种平均

单产可增加 ���� ����
，

表现产量水平高
，

品质好
，

商品性好
。

但是
，

北薯南调也有许

多不足之处
，

主要问题是种薯的价格偏高
，

也

就是种薯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比重偏高
。

尤其

是在近几年
，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

济
，

在各项法规尚不完善的条件下
，

流动的
·

费用在种薯价格中的比重成倍上升
。

以 ����

年为例
，

丽水地区从黑龙江调入的东农 ���

种薯
，

供应价为每 �� �
�

�� 元
，

若按每公顷种

植 �����穴 为 例
，

一般 每公 顷需要 种薯

������左右
，

也就是说每公顷生产成本光种

薯的投入就要 ����元左右
，

这对 目前收入偏

低的山区农民来讲
，

还是较难承受的
。

� 北薯南调

黑龙江是我国最大的优质种薯生产基

地
，

克山马铃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有影响的

马铃薯新品种专业研究所
。

因此
，

每年南方

各省的种薯均从黑龙江调入
，

以浙江为例
，

����年从黑龙江调种就达 ��� 万 ��
。

多年的

实践及各地大量的试验结果表明
�

北薯南调

对当地的马铃薯生产的面积
、

单产
、

总产和

收稿 日期
� �勺日�一��一��

� 当地高山留种

高海拔山区留种是 目前较为普遍的留种

方式
，

尤其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更是如此
。

当地

高山留种大多数是以老品种为主
，

由于这些

品种种植年代较久
，

块茎小
，

商品性差
，

一般

每公顷产量 �
�

�一 ��
�

���
。

各地多年来试验

结果表明
�

本地种产量要比北方种薯低 ���

以
�

匕但本地种产量却要比北方种当年春播

收获后再作种薯次年再种高 ����一 ����
。



马铃薯杂志
，

第 �� 卷
，

第 �期
，
����

� 不同贮藏方法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般采用冷库贮藏
。

贮藏期的温度控制在 �℃以下
，

使种薯处于

休眠状态
，

幼芽暂时不能形成
。

冷库贮藏在

我国只限于科研单位用于试验
，

目前一般多

利用当地特有的 自然环境条件
，

如地窖
、

山

洞贮藏
，

在方法上分架藏
、

堆藏
、

遮光等等
。

从各地试验结果与资料结果分析可以认为
，

当地留种不论采取任何贮藏方法
，

效果均不

理想
。

例如 ����一 ����年广东省农科院姜颂

作先生两年试验结果
，
当年北繁种分别比冷

藏种增产 ���
�

��和 ���
�

��
。

而冷藏种却比

自然架藏种增产 ����以上
。

� 茎尖脱毒技术

我国于 ���� 年 已利用马铃薯茎尖脱毒

技术获得无病种薯
，

脱毒种薯是近几年发展

并大面积推广的一项新技术
。

各地多年试验

及大面积推广结果表明
�

脱毒种薯的增产效

果十分显著
，

尤其是在马铃薯病毒病重发区

增产效果更加明显
。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茎尖

脱毒技术的推广应用
，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南方当地留种和种薯退化这一关键的生产问

题
。

� 不同种收期留种

各地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采用早收

留种
，

夏播留种
，�

冬播留种
，

秋播留种等等
，

上述方法均是以通过当地不同季节种植
，

以

达到种薯生理年龄较小为 目的的一种繁育种

薯的方式
。

以秋播繁育为例
，

就是利用当年

北方种经本地春播后
，

当年秋季再播进行种

薯繁育
，

该技术目前已被各地广泛采用
，

普

遍反映较好
，

尤其对早熟品种增产效果十分

显著
。

以东农 ���为例
，
����年内蒙古农牧

学院刘梦芸先生试验结果
，

夏播秋收块茎作

种
，

比春播秋收块茎作种
，

次年植株叶面积

指数高
，

衰老晚
，

光合效率高
，
田间病株率

减少 ��写
，
� 病毒率减少 ��
�

��
，

块茎增产

��
�

�环
。

又如景宁县吴建华等试验结果
�

秋

繁种薯平均产量 ��
�

������
“ ，

比北方种虽低

��
�

�� �主要因秋播种出苗率低�
，

但比高山

春播留种增产 ����
。

再如 ����年松阳县包

闻书先 生试验
，

秋繁种平均产量 ��
�

����

�� “
，
比高山春播种增产 �� 倍

。

综上所述
，

南方马铃薯就地留种采取秋

播留种技术
，

实践证明不失为一条行之可用
、

经济效益高的繁种途径
。

该方法不仅解决春

播马铃薯留种
，

因种薯生理年龄老化而引起

次年种植单位面积大幅度减产的关键生产问

题
，

而且对加快南方地区
，

尤其是偏远山区

马铃薯良种的更换
，

新品种的推广起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
。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
，

秋播繁育

种薯由于种薯生理年龄较小
，

表现出苗晚
，
不

整齐
，

中后期长势旺
，

产量形成较晚
，

生育

期延长等特点
，

针对性地加强相应配套高产

栽培技术的研究
，

生产出更多
、

更好的优质

种薯是十分必要的
。

利用茎尖组织培养获得无病种薯
，

其增

产效果已被各地试验结果所证实
，

同时也为

就地留种降低成本提供了新的途径
，

但是我

们应看到
，

获得的无病毒种薯并不是一劳永

逸的
，

特别在南方地区更是如此
。

因此
，

加

强脱毒薯的就地秋播繁育技术的研究是十分

必要的
，

可以预见该方法将成为今后南方马

铃薯产区就地留种的主要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