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杂志
，

第 �� 卷
，

第 �期
， ，���

我国北方农村马铃薯贮藏存在的

问题及改进意见

谭 宗 九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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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纬度偏高
，

气候冷凉
，

昼夜温

差大
，
日照充足

，

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
，

适

宜马铃薯生长发育
。

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

万 �� �

左右
，

约 占全 国马铃薯播种面积的

���以上
，

而且这里都是春播秋收的一季作

区
，

块茎的冬贮时间较长
，

一般要贮藏 �一�

个月
。

近年来由于 人们对马铃薯营养价值认识

的提高及加工业的兴起
，

马铃薯市场产生了

很大变化
，

不仅使马铃薯播种面积增加
，

同

时马铃薯的冬贮数量较以前也增加了一倍之

多
。

但由于受贮藏设施
、

贮藏方法
、

管理技

术的局限
，

贮藏效果也不一样
。

不同用途的

块茎对贮藏条件 有不同的要求
，

要达到贮藏

的 目的
，

必须科学贮藏
、

科学管理
，

才能获

得予期效果
。

造技术
、

贮藏技术方面看
，

我国北方马铃薯

贮藏的技术水平正不断的发展
。

据调查
，

上

述不同形式的贮藏方式
，

虽然都没有强制调

节温湿度设施
，

但都能保持在 �一�
‘

�
，

湿度

能达到 ���一���之问
，

从 �月份入窖到上翌

年 砚月出窖
，

能保持块茎新鲜且不出芽
，

有

���的农户贮藏较好
，

损耗在 ��环以下
，

最

好的损耗不超过 ��
。

说明许多农民已掌握

住马铃薯块茎贮藏的规律
，

贮藏技术已达到

了一定的水平
。

但是当前贮藏方法基本是以不受冻为原

则
，

其它贮藏效果考虑较少
，

所以许多农户

无论是入窖前块茎的处理
、

入窖方法
，

还是

贮藏期间的管理
，

都还不太符合科学贮藏的

要求
，

急需尽快改进和提高
。

� 北方农村马铃薯贮藏现状

我国北方农户绝大多数都采取地下式或

半地 卜式的窖藏方式
，

依据各地的地势
、

土

质
、

地 卜水位及建造材料取材难易和经济状

况等
，

建造棚窖
、

井窖
、

窑洞式窖
、

十沟窖
、

砖 石结构分贮藏室的拱窖等
。

从贮藏窖的建

收稿 日期
�
����一��一��

� 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 不分用途混合贮藏

一些农户仍按过去的习惯一家只有一个

窖
，

食用薯
、

商品薯
、

种薯
、

加工薯等几种

用途的块茎
，

或几 个不同品种都贮藏在一个

窖内
。

不仅造成品种的混杂
、

病害的传播
，

影

响种性
， �

同时对食用的品质
， ·

加工价值的保

持都不利
。

只有满足不同用途块茎对贮藏条

件的不同
一

要求
，

才能达到贮藏的予期 目的
。

��� 种薯贮藏 必须
“
一窖一品 �种�

” ，

以做到没有机械混杂
，

确保纯度
。

同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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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温湿度
，

使之既不能受冻又不会发芽
，

维

持其微弱的呼吸
。

如果温度过高
、

湿度过大
，

易出现伤热发芽
，

影响播种出苗
。

如果长时

间在 ��左右
，

虽不至受冻
，

但由于冷窖
，

仍

能使芽子的生长能力降低
。

��� 食用薯及商品薯贮藏 比较种薯贮

藏条件可以宽松一些
，

只要做到不冻
、

不烂
、

不黑心
、

少损耗
、

保持新鲜就可以了
。

���加工薯贮藏 特别是炸条
、

炸片用

品种
，

贮藏条件要求较为严格
，

它们都要求

一定的薯型
，

干物质高
，

还原糖低的专用品

种
，

因此必须分品种贮藏
，

同时要求贮藏温

度不低于 ��
，

以使其还原糖不增加
，

保证油

炸颜色合格
。

�
·

� 人窖质量不能保证

所谓入窖质量
，

就是要求入窖块薯完整
、

薯皮干燥
、

无病烂及其它杂质等
。

可是秋收

入窖时
，

农户图省事
，

不愿多投入
，

加之时

间紧迫
、

劳力不足等原因
，

不经晾晒
、

挑选
，

泥土与块茎混合
，

潮湿淋雨
，

冻病伤烂薯在

内一起入窖
，

或从窖 日 向窖内倾倒
，

把薯摔

伤
，

人在薯堆上乱踏而踩伤等
，

严重影响了

八窖质量
。

泥 土多造成温度大
，

通气不畅
，

带

入各种病菌 � 病烂块茎直接把大量病菌接种

在薯堆内
，

成为窖内发病的菌源
，

伤薯的伤

口易于真菌和细菌性病害侵入
，

为病害的扩

大蔓延创造了方便条件 � 湿度大不仅能满足

病菌繁殖传染的条件
，

促进腐烂菌和真菌病

害的发生
，

同时也易造成块茎早期发芽
。

�
·

� 贮藏期间的管理不当

许多双户有
“

自然管理
”
的陋习

，

即秋

季入窖后到天冷时封住窖 口
，

贮藏期间不检

查不调整温湿度
，

不通风换气
，

春季开窖时

出现冻害
、

烂窖
、

伤热
、

发芽
、

黑心等
，

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
。

还有的 只注意保温怕冻
，

一

冬不通气薯块呼吸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
，

使

薯块正常呼吸受到阻碍
，

芽子窒息
，

影响出

苗

�
�

� 贮薯窖建造的不科学

��� 选址不当 有的地下水位高
，

窖内

湿度大
，

甚至出水 �有的位置背阴
、

风 口
，

易

出现冻害
。

��� 窖建造较浅 薯堆上部接近冻层或

窖顶部复土太薄
，

而造成冻害现象
。

���通风孔
、

通风道设置不合理 无法

调节窖内温湿度和通入新鲜空气
。

� 改进意见

�� � 搞好人窖前块茎整理

从大量调查情况看
，

块茎入窖质量好坏

与贮藏损耗量大小呈相关关系
。

也就是入窖

前经认真对块茎进行整理
，

其入窖质量越高
，

则贮藏损耗越低
。

众多调查材料说明
，

要保

证入窖质量
，

块茎整理是关键
，

整理标准要

达到
“
一干六无

” ，

一干即薯皮干燥 �六无为

无病块
、

无腐烂
、

无伤 门
、

无破皮
、

无冻块
、

无泥土及其它杂质
。

为做到薯皮干燥
，

块茎

收获出土后
，

先在 田间堆放短时风干
，

再运

回窖旁晾晒
，

视块茎湿度情况决定晾晒时间

长短
，

还要依据用途决定晾晒的程度
。

种用

可以晾到薯皮发绿
，

而食用或加工用则不能

晒绿
，

把表皮水分晒干即可
。

严格挑选
，

剔

除病
、

烂
、

伤
、

冻块茎及泥土
，

如种用还要

挑除畸形及非本品种块茎
。

有条件的入窖前可在块茎上喷洒杀菌防

腐剂
，

如百菌清等
，

在有通风道的窖内
，

入

窖后可马 匕用百菌清烟雾剂在窖内熏蒸
，

以

杀死附着块茎表面的病菌
。

�� � 搞好田间病害防治

入窖块茎的病斑及烂薯块是贮藏的最大

隐患
，

而病块和烂薯都来自田间
，

所以
，

夏

季 田�讨防治病害是减少块茎病斑和烂薯的最

有效办法
。

如果能及时有效的进行田间药剂

防治
，

就可以大大降低 田����病害感染率
，

选

择入窖时就比较容易挑选干净
，

从而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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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窖质量
。

�� � 不过量施用氮肥

近年一些农民乐于在马铃薯田上施用氮

肥
，

且用量越来越多
，

使茎叶徒长倒状
，

影

响光合作用
，
虽块茎膨大速度快

，

但干物质

积累少
，

皮嫩肉嫩
，
不耐贮藏

。

为解决此问

题
，

应大力推广马铃薯施用氮
、

磷
、

钾配比

的复合肥料或马铃薯专用肥
，

使茎叶生长与

块茎生长协调
，

以促进块茎尽早生理成熟
，

增

强其抗病耐贮能力
。

��
�

� 促进薯皮老化

薯皮的老化程度是决定其是否耐贮的重

要方面
。

薯皮嫩易擦伤和破皮形成伤 口
，

危

险性病菌极易侵入
，

温湿度条件一满足立即

引起腐烂
，

并扩大蔓延
。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

使收获的薯块表皮老化
，

增强其保护和抗伤

害能力
。

具体做法
，

可在收获前 ��一 ��� 用

木辊子或旧轮胎制成压秧机把秧子压倒
，

使

地上部分受到创伤
，

营养尽快输入薯块
，

加

快薯皮木栓化速度 � 或者割秧
，
割掉秧子虽

损失一点营养
，

但促进薯皮老化的作用是较

好的
。

用灭生性除草剂提前 �� 多天喷洒把薯

秧杀死也可以起到同样作用
。

另外就是适时

晚收
，

当薯块被霜死后
，

不要马上收获
，

过

��� 左右薯皮老化后再进行收获
。

总之
，

在收

获前采取一些科学的措施
，

对保证块茎入窖

质量起着很大作用
。

�� � 分窖贮藏

分窖贮藏便于按用途进行相应的管理
，

以保证贮藏质量达到不同贮藏 目的
。

要做到

分品种
、

分级别
、

分用途单窖 �室�贮藏
，

每

户必须建两个以
� �

匕贮藏窖
，

或采用窑洞式窖
，

多建贮藏室
。

特别是以种薯生产为主的农户

尤其应该做到
，

这样除保证自已用种的级别

和纯度外
，

对其它用种户也是一种负责的态

度
，

不仅保证了信誉
，

也能稳定市场
。

�� � 加强贮藏期间管理

窖内的温度和空气对贮藏成功于否至关

重要 ‘ 所以贮藏管理工作主要是通过调节和

控制窖内温湿度
、

通风换气
，

来防止贮藏病

害发生
，

防止块茎非正常失水
，

伤热发芽等
，

以降低损耗
，

保证块茎食用或种用的优良品

质
。

具体应按贮藏的不同时期和天气变化情

况来控制和调节温湿度
。

原则是
“
既防冻又

防热
，

既防湿又防干
” 。

按不同用途适宜的贮

藏温湿度是
�

种薯和食用薯 �一�℃
，

加工用

薯 ���℃
，

相对湿度都保持 ���左右
，

湿度

的安全范围是 ���一��写
，

万万不能过大
。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
，

窖内必须挂温度计
、

湿度计
，

改过去一冬不管为定期检查
，

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

加工品种贮藏窖温高
，

块茎渡过休眠期

后易发芽影响质量
，

为防止发芽
，

可以施用

马铃薯抑芽剂
，

以达到保质保鲜的目的
，

但

种薯切忌应用
。

�
�

�
�

改进贮藏窖建造结构和设施

一些先进国家马铃薯窖都是现代化保温

材料建造
，

大容量
、

机械化
，

自动测试窖内
、

堆内温湿度
，

并能 自动调节
，

可以满足不同

用途块茎贮藏要求
，

贮藏效果十分理想
。

从

我们的国情看
，

虽然 目前还不能达到那样的

水平
，

但在我们现有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改进

还是可以办到的
。

薯窖建造结构的改进
，

主要是增加自然

通风换气设施
，

逐步利用强制通风换气设备
。

随着先进保温材料的应用
，

薯窖可由地下式

改为半地下式或地
�

�式
，

这样方便出入窖
，

可

减少不必要的块茎损伤
，

又便于管理
。

��� 普通窖在窖底和窖壁上挖宽 ����
、

深 ���� 的小通风道
，

用秸秆或枝柴棚上
，

再

放薯块
，

可以增加 自然通风的效果
。

��� 改单筒井窖为双筒井窖
，

增加窖内

空气对流
，

使窖内空气新鲜
，

便于调控窖内

温度
。

��� 改单门窑洞式窖为双 门窑洞式窖
，

增加窖内空气流通
，

同时薯块出入窖方便
、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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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县地处青海东部高寒
、

半干旱区
，

境

内生态类型分川水
、

浅山
、

脑山地区
。

川水

地区种植作物的热量条件一季有余
，

二季不

足
，

采用覆膜栽培技术
，

不但充分利用热量

资源早收获
、

早
�

匕市
，

而且复种一茬蔬菜作

物
，

既提高了复种指数
，

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

脑山地区在马铃薯种植上
，

为防止晚霜冻危

害
，

往往以推迟播种期的办法而躲过或减轻

晚霜冻危害
，

使马铃薯的生育期及结薯期缩

短
，

而初霜冻如果再来早一点
，

马铃薯结薯

很小或无法结薯
，

因此推广覆膜栽培技术
，

可

以延长马铃薯的生育期
，

改善马铃薯的品质
，

达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

表 覆膜与露地栽培效益 ����� 年�

覆膜栽培 露地栽培

单产

�万 �����
���

单价

�于己����

��、�纯收入

�万元�

提早上市

时间 ���

单产

�万 �����
��

单价

�元����

�� ”
纯收入

�万元�
成熟期

生态区

�
�

�� �
�

�

�
�

�

�
�

�� �
�

� �
�

�� �月 ��日

��

基本未能
早上市

�
�

�� �
�

� �� �月 ��月

�以��叮口八�

�
�

�� �
�

� �
�

�� �
�

�� �
�

� �
�

�� ��月 ��日

水山山浅川脑

� 覆膜栽培效益

从
�

匕表可以看出
，

川水地区覆膜马铃薯

因早收获
、

早上市而增加了收入
，

每公顷纯

收稿 日期
� ����一��一��

收入达 �
�

�� 万元
。

收获后复种一茬白菜或萝

卜
，

提高了复种指数
，

增加了土地的利用率
。

浅山地区由于潜在的气候干旱
、

交通不

便等因素限制
，

覆膜种植后早
�

�市的少
，

效

益低
。

覆膜种植和露地种植一并收获的单产

�
�

‘�万 ��
，

露地种植的单产 �
�

��万 ��
，

增

全
。

�们 根据窖内温湿度情况
，

用移动式中

小型风机不定期强制通风
，

调节窖内温湿度
。

���依经济力量
，

可建有风机
、

主风道
、

分风道的水泥
、

砖石结构永久性贮量在千吨

以 �的大型窖
，

再配备上垛机
、

输送机等逐

步成为现代化贮藏窖
。

围场满族蒙古族 自治

县农业局新技术产业开发公司
，

已参照美国

马铃薯贮藏窖
，

于 ����年建造了国内第一座

可贮 ����吨种薯的半地
一

�式土洋结合的
、

由

人工调控温度的大型种薯窖
，

贮藏效果较为

理想
，

为现代化贮薯窖的实现
，

迈出了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