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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地区马铃薯生产现状与增产途径

李本德         陈 煜
（陕西省安康地区种子管理站 725000） （陕西省安康地区农业学校 725000）

1 前 言

安康地区地处陕西东南端，属南北交界
的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境内山峦叠
障，河沟纵横交错，地形地貌复杂，垂直地
域性气候明显，“立体农业” 特点突出，是马
铃薯生产的适宜区。 马铃薯栽培面积由建国
初期的26670hm2发展到现在的56670hm2，
鲜薯产量从5250kg／hm2 提高到10125kg／
hm2，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区粮食作物的10％，
高寒山区要占30％以上，马铃薯历来是山区
人民的主要食粮。 但是目前的产量水平还很
低，与水稻、 玉米、 小麦相比差距甚远，这
对山区农民脱贫致富极为不利。 为此，现对

我区马铃薯产量再上新台阶作如下分析。

2 生产现状

2.1 三个生态区
我区马铃薯栽培过去主要集中在高海拔

的山区地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食物结构的变化，
人们对马铃薯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浅丘川道
及城镇郊区马铃薯种植面积随之扩大，从而
在本区境内形成了高山区 （ 海拔1000～
1600m） 、半高山区 （600～1000m） 和浅丘川
道 （300～600m） 三个生态条件不尽相同的马
铃薯种植区域，单产随海拔的下降呈现逐渐
降低的趋势 （见表1） 。

表1 安康地区1995年马铃薯不同生态区域产量调查
县 （市） 名

  
镇坪县
高 半

岚皋县
 高  半 丘

紫阳县
 高 半  丘

安康市
 高 半  丘 

地域合计
 高  半  丘 总合计

地  域   高   高   高 高 高
 山  山  山  山 川  山  山 川 山 山  川 山  山  川

调查面积 （ hm2） 6.1 3.1 5.6 4.3 1.8 5.1 5.9 1.9 4.4 3.2 2.2 21.1 16.4 5.9 43.4
总产量 （ kg） 92230 35864 74540 39880 16810 59910 46227 14810 47540 26520 17700 274220148491 49320 472031

平均产量 （ kg／hm2） 15136 11612 13391 9345 9374 11823 7898 7790 10772 8288 8169 12972 9051 8407 10873

  高山区：马铃薯面积1.807万 hm2，基本
属于自产自食型，少部分为中低山提供薯
种。 该区由于气温较低，主要作物马铃薯和
玉米基本处于同一共生期，历来实行间作套

 收稿日期： 1997－01－12

种，近几年改进为宽窄行带状垄作间套，即
两窄行马铃薯作成一条垄带，两垄之间的宽
空带再播两行玉米，形成2∶2的带形，总带
宽1.5m，马铃薯窄行距33cm，窝33cm，密
度40000窝／hm2，这种格局解决了共生期间
相互争光、 争肥的矛盾。 可是马铃薯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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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2／5，产量至少减少1／3，目的是以牺
牲马铃薯的产量换取玉米的丰收。 马铃薯是
3月份播种，8月份收获，生长期120d，平均
产量12900kg／hm2。

浅丘川道区：马铃薯面积1.2万 hm2，主
要是商品型生产，立足于早播、 早收、 早上
市，重在经济效益与有利于倒茬复种，全部
采取单作密植，60000窝／hm2，亦有部分地膜
覆盖栽培，2月份播种，6月份收获，生长期
80d，平均单产为8407kg／hm2。

半高山区：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马铃薯
面积2.66万 hm2，主要用于自食，部分进入
市场。 栽培以宽窄行间套为主，也有少量单
作密植与地膜覆盖，2月份播种，7月份收获，
生长期100d，平均产量9000kg／hm2。
2.2 一个品种

80年代以来安康地区全面推广了本区
自育的中晚熟品种 “175”，由于该品种高抗

晚疫病与病毒病，适应性强，稳产性能好深
受农民欢迎，播种面积现已覆盖全区90％，
一般单产15000～22500kg／hm2，最高可达
60000kg／hm2，推广至今已有20多年，种性
退化比较缓慢，成为我区高、 中、 低山区乃
至川道蔬菜种植区的共同主栽品种。
2.3 普及脱毒种

从1993年开始全地区全面示范推广了
“175” 品种的脱毒种薯，脱毒种较未脱毒种
普遍增产30％～50％，地区级的多年多点区
域试验，脱毒种较主对照 CK1（和脱毒种同
一产地的未脱毒 “175”） 增产21.5％，较副
对照 CK2 （试点当地的未脱毒 “175”） 增产
36.5％，两个数字之差15％即为异地优势作
用 （见表2） 。 由于脱毒种增产显著，激发了
农民群众串换脱毒种的积极性，1997年全区
脱毒种播种面积发展到3.55万 hm1，占总播
种面积的65.3％，有力地推动了全区马铃薯

表2 安康地区1993～1995年脱毒 “175” 区域试验
年份处理
品种 试点

1993年
 Ⅰ  Ⅱ Ⅲ 

1994年
 Ⅰ Ⅱ Ⅲ 

1995年
 Ⅰ  Ⅱ  Ⅲ 

试点合计

（ kg ）
品种平均

（ kg ）
折 合
（ kg／hm2）

较 CK 增产％
CK1 CK2

M① 甲② 23.124.525.4 19.8 22.2 21.8 21.6 22.5 24.8 205.7 24.54 22086 21.5 36.5
乙 34.033.032.0 22.5 26.5 21.5 19.2 19.9 18.8 227.4
丙 28.030.532.8 25.1 23.9 22.8 21.6 21.8 22.8 229.3

CK1 甲 20.521.821.5 16.1 15.4 17.1 19.1 18.8 20.0 170.3 20.19 18171 0 12.3
乙 28.030.027.0 20.5 17.5 18.0 18.0 16.2 15.4 190.6
丙 21.022.625.0 23.3 22.3 21.2 15.8 16.9 16.7 184.8

CK2 甲 17.918.018.5 16.2 13.5 17.8 18.0 18.0 20.0 157.9 17.98 16182 0 0
乙 27.022.024.0 18.0 21.0 16.0 13.7 13.1 12.5 167.6
丙 21.821.223.8 20.5 15.5 16.3 15.8 14.8 13.8 163.3

  注： ①M－脱毒175原种；CK1－与 M 同一产地未脱毒175；CK2－试点当地未脱毒175
②甲－镇坪县试点；乙－岚皋县试点；丙－紫阳县试点

生产的发展。 但在推广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一
系列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例如： ①大跨度
（超过400m） 地引用高海拔脱毒种薯，导致
徒长、 晚熟、 低产量；②一次引种多年使用
或同一海拔串换脱毒种，这样的种薯不具有
异地优势作用，增产甚微；③种薯繁殖与保
管过程隔离保种措施不严，加剧了退化速度；

④假冒伪劣脱毒种薯到处可见。

3 增产途径
3.1 合理调配薯种

“175” 是安康地区中晚熟优良品种，目
前境内尚无其它品种能够与之相比，它的生
长期随栽培地域及种薯产地来源不同略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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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海拔1200m 处从出土到成熟100～
120d；海拔800m 处100～110d；海拔400m
处80～95d。 可见 “175” 不是低海拔区域的
适宜品种。因为马铃薯生长的最佳气温是15
～25℃，夜间气温不应超过20℃，昼夜温差
大有利于薯块膨大。可是安康地区海拔400m
地带6月份平均气温超过25℃，夜间气温通
常在20℃以上；海拔1200m 地带气温最高的
7月份为22℃，夜间不可能有20℃气温出
现。 所以800m 以上地域在马铃薯生长季节
不会遇到灾害性的高温气候，而在600m 以
下地域6月份的高温气候使薯块膨大严重受
阻，这就是低海拔 “175” 等中晚熟品种不能
高产的根本症结，也是安康地区马铃薯产量
由高海拔向低海拔逐渐递减的原因所在。 解

决好薯种因地制宜的合理布局，将是我区马
铃薯生产至关重要的攻关内容。
3.1.1 加快种薯扩繁，普及早代脱毒薯种

实践证明，脱毒 “175” 薯种不同世代的
产量存在明显差异。 通过连续多年对脱毒
“175” 不同世代进行定点 （海拔1000m 的镇
坪县农场） 产量测定试验，参试种薯除原原
种 （ M0） 以外，其它均为试点逐年自留种薯，
试验结果M0较未脱毒 CK 减产1.9％，其他
一代原种 （ M1） 、 二代原种 （ M2） 、 三代原种
（ M3） 、 一代生产种 （ M4） 、 二代生产种
（ M5） 分别较 CK 增产 （见表3） 。可见，加速
早代脱毒种扩繁，抢在二次退化之前把增产
优势较强的 M3～M4代脱毒种薯普及到大面
积生产上去，是提高马铃薯产量的重要措施。

表3 安康地区脱毒 “175” 不同世代产量测定试验①

世 代
年 度

原原种 M0③

19951996 1997
一代原种 M1

1995 1996 1997
二代原种 M2

1995 1996 1997
三代原种 M3

19951996 1997
一代生产种 M4

 1995 1996 1997
二代生产种 M5②

1996 1997
未脱毒175CK

1995 1996 1997
小区

产量

（ kg）

Ⅰ 19.0 12.5 13.2 19.1 14.1 16.4 19.5 15.3 16.7 20.2 14.8 15.7 19.6 14.6 14.3 15.1 14.1 18.0 13.9 13.4
Ⅱ 18.9 11.2 11.8 19.6 13.3 14.4 22.5 17.6 16.8 21.5 16.8 15.4 21.2 15.4 15.7 14.3 15.2 18.0 12.3 14.2
Ⅲ 20.0 14.1 12.6 23.4 15.8 15.3 24.8 16.8 17.3 25.9 15.9 16.7 22.8 15.6 14.9 13.5 14.3 20.0 14.4 11.4

年度合计 57.9 37.8 37.6 62.1 43.2 46.1 66.8 49.7 50.8 67.6 47.5 47.8 63.6 45.7 44.9 42.9 43.5 56.0 40.7 39.3
年度平均 19.3 12.6 12.5 20.7 14.4 15.4 22.3 16.6 16.9 22.5 15.8 15.9 21.2 15.2 15.0 14.3 14.5 18.7 13.6 13.1
世代平均 14.8 16.8 18.6 18.1 17.1 14.4 13.3

15.1  
折 kg／hm2 13320 15138 16731 16281 15417 12969 13599
增减产 （ ±％） -1.9 ＋11.3 ＋23.0 ＋19.7 ＋14.6 ＋8.1 0

  注： ①试验定点在海拔1000m 的镇坪县农场实施
②M5仅有1996、 1997两年数据，只能与 CK 的1996、 1997两年数据作比较
③参试薯种除 M0为当年引入种，其它 M1、 M2、 M3、 M4、 M5均为试点逐年自留种

3.1.2 建立稳固地推广体系，推行阶梯式的
种薯繁供程序

实行地、 县、 乡三级脱毒种薯繁育供种
责任制，地区负责脱毒种源 （ M0） 培育；各
县建立高海拔 （1200m 以上） 原种繁殖基地，
采取隔离区繁殖一代原种 （ M1） ；主产马铃薯
的乡在海拔1000m 左右地带繁殖M2、M3代
原种，通过隔离与防虫措施确保种薯质量，作
到有计划、 按步骤地从高海拔逐步向低海拔
推移扩散，把脱毒优势与异地优势有机的结

合在一起，在全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种源、 分
散繁殖、 就近供种的种薯繁供格局。
3.1.3 创建半高山早熟品种繁殖基地，持续
供应早熟薯种

浅丘川道区，由于受气候限制农户无法
自留薯种，每年需从半高山引入大批量早熟
种源。 近几年地区种子公司引进筛选出 “早
大白”、 “东农303”、 “弗乌瑞它”3个早熟品
种，经示范栽培表现早熟、 高产、 商品性较
好，颇受群众欢迎。 但是这3个品种有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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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缺点，即不抗病毒病，退化较快，脱毒
后的 M2代就表现严重退化，脱毒种只能繁
殖两代就需迅速推广于大田生产，要保证持
续供种就必须坚持陆续大量的繁育脱毒种

源，或者采取秋播复壮手段延长使用寿命，因
而建立与巩固永久型的早熟种繁殖基地显得

尤为重要。
3.1.4 推广秋播复壮技术，延长种薯使用寿
命

  马铃薯秋播是复壮种性十分有效的措施，
经多年摸索总结，我们认为安康地区马铃薯秋
播，可按品种早晚和地域高低差异分为两种办
法同时实施： 一是隔年薯秋播，中晚熟品种成
熟迟，休眠期长，用当年夏收种薯秋播出苗极
其缓慢，霜前无法形成薯块，通常是有种无收，
而且秋薯在海拔1000m 以下春播其产量效果
很不理想。采取在海拔1200m 以上，利用低气
温、 高湿度的气候，把种薯摊摆在通风透光的
室内培育短壮芽，经过妥善保管使之安全越冬，
翌年夏季形成球形短壮芽，7月中下旬带芽播
种，所收秋薯继续在原地春繁，产量十分可观；
也可再用秋薯连续秋播，我们称它 “秋薯再秋
播”，种薯存放更简便，复壮效果更加理想。 二
是催芽秋播，这一方法主要针对中低海拔区
（800m 左右） 的早熟品种，催芽方法分 “731”
（ R.S） 熏蒸催芽与 “920” （ GA3） 浸种催芽两
种办法，前者优于后者，出苗整齐，产量稳定。
实践证明，通过秋播复壮的秋薯较老春薯增产
20％～40％，其优势作用能延续2～3代。可是
秋薯同脱毒种M0有着共同的特性，出苗缓慢、
生长茂盛、 结薯迟、 成熟晚，不能直接向低海
拔区推广，需经原产地春播扩繁一次再向低海
拔区供种。 秋播复壮还在解决种源不足和降低
成本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
3.2 栽培技术改革
3.2.1 实现马铃薯 “三项技术” 的规范化

在过去的几年里，全区全面推广了马铃薯
脱毒、 双行垄作、 地膜覆盖三项技术，马铃薯

生产形势有了显著改观，脱毒种薯与双行垄作
基本达到普及，地膜覆盖从无到有发展到
2100hm2，仅占宜于地膜覆盖栽培的浅丘川道
2万多 hm2的10％，大有潜力可挖。 眼下存在
的问题是： “三项技术” 推广很不平衡，技术操
作极不规范，严重影响其增产作用的发挥。 因
此，严格执行规范技术应为今后 “三项 技
术” 推广工作的基本前提与着重点。
3.2.2 推行开沟条播，做到合理密植

挖窝点播是我区播种马铃薯的传统习

惯，实行双行垄作间套播种与宽窄行单作密
植以后，加大了行距，缩小了窝距，挖窝点
播往往达不到计划密度，而且给施肥及操作
带来不便，采取开沟条播可以增加密度6000
～10000窝／hm2，能有效地解决播种密度不
足的问题。
3.2.3 采取带芽播种，促其早熟丰产

在低海拔栽培区，为避开夏季高温气候，
实现马铃薯早熟、 早收、 夺高产，除了选用
早熟种、 采用地膜复盖以外，再就是播种有
芽种薯。 育芽方法分两种： 一是培育 “短壮
芽”，利用山区凉爽的气候条件，把已经通过
休眠期开始萌芽的种薯摊摆在通风透光的室

内，让首次萌发的顶芽充分绿化加粗变壮，入
冬妥善保管，春季带芽播种；二是播前催芽，
在播前20d先作一土槽温床，将种薯与细碎
的粪土分层排放于温床内，床面加盖拱膜，
10d 后分次选拣有芽薯种置于室内炼芽待
播。
3.2.4 增施钾素肥，提高 N、 P、 K 综合利
用效率

  马铃薯对 N、 P2O5、 K2O 的吸收利用比
例是1∶0.5∶2.12，对钾的需求量远远超过
其它粮食作物。 安康山区农民有以圈粪掺合
火粪作马铃薯底肥的良好习惯，对于缺乏火
粪资源的地区，务必在施足农家肥的基础上，
增施草木灰、 硫酸钾或磷酸二氢钾等以弥补
钾素不足，纯 K2O 用量不少于75kg／hm2。

·33·安康地区马铃薯生产现状与增产途径－－李本德 陈 煜



大兴安岭地区马铃薯种薯
生产体系研究总结

张雅奎 孟昭禹 吴凌娟 王向东
（大兴安岭地区马铃薯科研中心 加格达奇 165000）

1 种薯科研、 生产进展情况
大兴安岭地区马铃薯种薯科研生产是

1990年开始起步的。 在中国农科院、 东北农
业大学、 克山马铃薯研究所等专家教授的指
导和直接帮助下，通过马铃薯品种及脱毒技
术的引进、 消化、 吸收和转化，现已掌握了
马铃薯类病毒双向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

技术、马铃薯病毒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技术，采
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6种马铃薯病毒，筛选
了10多个品种的基础苗，引进了抗血清，提
纯了球蛋白，用辣根过氧化物酶，采用过碘
酸钠法和戌二醛两步法标记了球蛋白，生产
了5种酶标抗体，测定了酶标抗体的互作浓
度，并对我区马铃薯生育期蚜虫种类及密度
进行了调查。 通过自身扩建和委托经营原林
管局蔬菜生产试验场，拥有化验室670m2，生
产温室5200m2，钢架网棚近2hm2，具备500
万粒脱毒小薯生产能力。 为加强马铃薯组织
培养和病毒检测能力，1996年黑龙江省
 收稿日期： 1997－12－15

投资120万元用于配套设施建设和仪器购
置，1997年林业部对该项目已投入40万美
元，继续加强国际病毒检测仪器设施的引进
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培训，争取实现国际质量
标准的种薯生产，同时承担了黑龙江省马铃
薯脱毒技术开发和大兴安岭马铃薯综合开发

攻关课题。 下步科研工作以分离毒源，制备
高效价抗血清，大面积种薯生产田马铃薯晚
疫病防治，以我区万吨级马铃薯精淀粉加工
厂筛选专用加工品种为重点，在种薯生产体
系建设上初步建成马铃薯科研中心基础苗、
马铃薯原种基地原原种、 4个林业苗圃原种
一代、4个独立农场原种二代、8个村一级种
薯等生产体系，并正逐步向正规化、 制度化
方向发展。

2 脱毒种薯的分级生产

2.1 基础苗生产
该项工作由马铃薯科研中心完成，对需

要剥离的品种，在马铃薯盛花期后，选择田
间健株，标记标牌，单独收获，在室内贮存，

3.2.5 实行 “薯、 稻两熟” 的效益倍增
在稻区采取马铃薯与水稻两熟轮作，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稻田播种早熟马铃薯品种，
采取带芽播种与地膜覆盖，元月底播种，5月
份收获，产量一般在15000～22500kg／m2，按

最低市场价1元／kg 计，产值15000～22500
元／hm2，是小小麦、油菜产值的3～5倍。且
马铃薯生产季节不与其它作物争劳力争肥

料，马铃薯的茎叶回田又是水稻的优质低肥，
是水稻的理想前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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