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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通州市位于长江口北岸，地处北纬31°
47’～32°15’，东经120°37’～121°30’。 滨江临
海，与上海隔江相望，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适宜的气候条件。马铃薯是我市的传统作物，
具有悠久的种植史，是堵缺补淡的蔬菜品种。
由于过去长期沿袭传统的耕作栽培方式，种
植品种为农家品种丰收白，品种退化现象较
严重，马铃薯生产徘徊不前。1984年，我市从
河北围场引进克新1号组织试种，经1985～
1987年的大面积示范种植，克新1号具有抗
病、商品性好、增产显著等优点。 由于品种的
更换，栽培技术的革新，我市马铃薯生产得到
迅速发展。 至1988年，全市马铃薯种植品种
全部更换成克新1号，并实行全市统一供种。
推广脱毒克新1号种薯，有力提高了生产水
平，不仅调节了市场，也提高了种植效益。

2 推广利用现状经验

2．1 推广抗病、丰产性好的克新1号
经过大面积示范推广，克新1号具有以

下特点：①抗病毒病。据1985年金沙、五总等

乡镇对不同种源调查，克新1号病毒病发病
率35％，病情指数1．5，农家品种丰收白的发
病率43．1％，病情指数34．4；②产量高，丰产
性能好。 1985～1986年全市示范试验结果，
克新1号平均产量29853kg／hm2，农家品种
丰收白平均产量20797kg／hm2，克新1号比
丰收白增产43．5％。对大面积种植的6个乡
镇46个种植大户的典型调查，克新1号实产
平均为27034kg／hm2，农家品种丰收白平均
实产只有18385kg／hm2，克新1号比丰收白
增产47％；③品质佳、耐贮藏、商品性好。
2．2 实行北种南调，全面推进统一供种

以往防止和减轻马铃薯品种退化，常沿
用春秋两季栽培的办法即春播马铃薯收获后

再用于秋季播种。由于薯块正处于休眠期，播
后不能很快发芽出苗，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
生长季节和有效光源，以至生长量不足，产量
不高。

采用北种南调，不仅提高了种性，而且省
工、省地、增产、增效，有效地控制病毒病的扩
散蔓延，改变生态环境，为发展马铃薯生产创
造有利条件。
2．3 改露地直播为地膜覆盖栽培

从1986年起我市示范推广了地膜覆盖
栽培技术，并根据播期试验结果，制定了以1
月上中旬为播种适期。 由于采用地膜覆盖具
有明显增温、保温，提高地温的特点，促进了
马铃薯生长发育，提早上市，增产增效显著，
地膜覆盖栽培比露地直播增产达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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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目前，全市马铃薯栽培基本实现地膜
覆盖栽培。
2．4 开展多种形式间套种，提高种植效益

在大力推广马铃薯为主的多种蔬菜间套

种的同时，积极开发中稻秧田前茬。我市常年
中稻面积达3666hm2，中稻秧田前茬原多种
植白菜型油菜、大麦等过迟作物，影响中稻适
期落谷。 1994年，我们总结推广了以克新1
号地膜覆盖栽培，开发中稻秧田前茬的经验，
一般产量可达31500kg／hm2，中稻可在5月
15日前适期落谷；马铃薯的茎叶又可还田作
绿肥，提高地力。

3 存在问题

3．1 品种结构单一，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克新1号虽具有白皮白肉，品质好，适合

居民生活消费习惯，但引进使用近10年，种
性亦逐步退化，生产潜力难以充分挖掘。 加
之，种植品种单一，还不能适应“二高一优”农
业的发展，不能满足食品加工业生产的各方
面需要，难以展示马铃薯所具有的价值。
3．2 种薯腐烂是影响北种南调的关键因素

由于我市马铃薯种薯全部实施北种南

调，统一供种，每年9～10月到河北围场基地
调种薯达1800t。 但在调运过程中，因病害、
发运时间等诸因素的影响，每年均有不同程
度的种薯腐烂，挫伤了北种南调的积极性。
3．3 商品化生产程度低

我市马铃薯生产仍然停留在初级产品应

用上即作为蔬菜需要。 马铃薯产、加、销；贸、
工、农一体化体系尚未形成，不能进行深层次
加工处理。 尤其缺泛应有贮藏、加工、销售等
服务组织，调节手段落后，不能有效引导市
场，指导种植，商品价格波动较大，难以形成
规模化生产、经营。

4 发展对策

4．1 积极引入、筛选、推广优良品种
食用优良品种的标准是，比现有克新1

号早熟7～10d，抗病，增产；薯块椭圆型，芽
眼浅，白皮白肉，表皮光滑，食味佳，商品率
高，市场竞争力强。 加工品种应选择中早熟，
抗病，丰产性能稳定，还原糖含量低于0．4％
以下，白肉或黄肉，薯形端正，芽眼浅，大小均
匀的品种。 力争在“九五”期末进行一次品种
更换，形成以食用、加工品种相结合的品种新
格局。
4．2 加强脱毒种薯生产基地质量监督管理

脱毒种薯生产繁殖过程中，必须严格遵
循科学的方法和执行国家马铃薯原良种生产

程序，高标准脱毒，严格隔离，科学管理，精心
组织繁殖生产，确保脱毒种薯质量。
4．3 加强晚疫病的防治

造成我市1990、1993年种薯腐烂主因是
晚疫病侵害所致。 搞好晚疫病的防治是脱毒
种薯繁殖生产田间管理的关键性措施，要坚
持防治结合，根据病害发生程度，及时喷施
58％甲霜灵、锰锌等药剂。
4．4 及时采收、调运

我市种薯安全调运时间为9月下旬至
10月15日。因此，种薯繁殖生产单位要根据
需方的调运时间及时采收，组织车皮的安排
发运。 在采收过程中，尽量避免机械损伤，剔
除病薯、虫薯和过大过小的薯块，并且在采收
后凉晒1～2d 方可装包，装包后挂上内外标
签，防止机械混杂。
4．5 积极推进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进程

建立健全商品生产、贮藏、销售等服务体
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规模化生
产、经营，深化加工，搞好流通，提高附加值，
逐步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新格局，进
一步提高马铃薯的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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