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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山县马铃薯退化原因探讨

周 宗 桥

�湖北省兴山县农业局 �������

在马铃薯生产中
，

退化是一个普遍存在

的现象
，

用已经退化的马铃薯作种
，

产量就

会大幅度下降
，

防止马铃薯退化是发展马铃

薯生产必须采取的措施
�

世界各国学者对马

铃薯退化原因作了广泛深人的研究
，

并且提

出了多种解释
�

我们通过长时期对马铃薯生

产过程的观察以及对马铃薯退化所作的一些

研究工作
，

认为马铃薯退化主要是种薯在播

种前大量发芽
，

消耗 了薯块内的养分造成

的� 种薯在播种前发芽越多越长
、

消耗养分

越多
，

退化程度越严重
，

后代产量就越低
�

若能采取措施保证马铃薯在播种前不发芽或

虽 已发芽而芽很短
，

保持种薯处于新鲜饱
、

营养丰富的状态
，

在 良好的栽培条件
，
后代就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

�

生产现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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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高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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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处

海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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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处海拔 �����
。

习惯

上把海拔 ��� � 以下称低 山区
，

属北亚带

气侯
，

���一���� 称为半高���区
，

�国暖温

带气侯
，

���� � 以上称为高山区
，

属温带

气侯
�

高山区是兴山县马铃薯主产地
，

一年一

作 �与玉米套种�
，

长期就地留种
，

有较高

的产量水平
，

并是全县的种源基地
，

每年为

低山和半高山提供大量的种薯
，

�� 年代引

进推广的米拉良种
，

至今仍受到农民的普遍

观迎
�

半高山地区马铃薯生产一般都是就地

留种
，

但连续留种二
、

三年之后必须再次从

高山引进种薯
，

否则产量将大幅度下降
�

低

山地区的马铃薯生产必须每年从高山引进种

薯或在当地采用二季作的方法 自己生产种薯

�当地 叫种二季洋芋�才能获得较高的产

量
，

若用当地 �冬种或春种�夏季收挖的马

铃薯作种
，

产量就只有上年的 ���
，

甚至

只有 ����
�

马铃薯生产的这种明显的地域差异最直

观的解释是马铃薯生产地的海拔高低与当地

温度高低相联系
，

很容易把温度说成是造成

这种差异的原因
，

其实温度只是一种外部条

件
，

真正的原因是温度的高低和作用时间的

长短引起马铃薯薯块内部变化的结果
�

马铃

薯收挖以后
，

在较高温度作用下
，

薯块完成

后熟过程
，

由休眠状态变为生长状态
，

于是

便萌动发芽
，

发芽越多越长
，

消耗薯块内部

养分越多
，

其后代产量就越低
�

低山地区马铃薯在春节前播种
，

翌年 �

月下句至 �月上句收挖
，

收挖的薯块在盛署

高温 下越夏
，
�月下句至 �月上旬即萌动发

芽
，

到年底由于养分水分大量消耗
，

种薯干

瘪皱缩
，

再做种只能出几根纤细瘦弱的幼

苗
，

产量极低� 有的碧块由于多次萌发
，

播

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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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后芽眼内已无芽可 出
，

虽播种而不能出

苗
，

农民称之为
“

痴洋芋
” 。

半高山地区一般

在春节前播种
，
�月末 �月初收挖

，

在较高

的温度条件下越夏
，

�一 �� 月开始萌发
，

以

后由于温度下降
，

一般发芽数量不大
�

高山

地区马铃薯在春节前后播种
，
�一 �月 收

挖
，

收挖时气候冷凉
，

收挖后气温迅速转

冷
，

到播种时种薯一般不会发芽
，

播种后出

苗健壮
，

产量也高
，

优良品种在较长时期内

可以保持不退化
�

用种薯贮藏期的温度高

低
、

贮藏时间长短
、

种薯发芽与否和发芽多

少来阐述马铃薯生产的高低山地域差异
，

应

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

上述解释只是一种推理
，

我们对低山区

农民种二季薯所作的观察更证明了种薯发芽

是退化的主因
。

低山农民用冬种夏收的马铃

薯在室内度过 �一 �月份的高温季节后到秋

凉时用已萌动的马铃薯播种
，

把室内贮藏发

芽消耗养料变为田间生长积累养料
，

人冬倒

苗后收挖新鲜的仔薯作下一年种薯
。

我们曾

对二季马铃薯生产当代
、

二季马铃薯生产的

种薯播种出苗后的一代和低山冬种夏收在室

内贮藏到冬季作种三种情况的田间退化程度

进行了多年观察 �我们把植株皱缩花叶
、

卷

叶作为马铃薯退化的表征
，

以�表示退化

株率�
，

结果是二季马铃薯生产当代和二季

马铃薯生产仔薯出苗的一代
，

均不表现退

化
，

在低山冬种夏收到冬季再做种的则表现

为严重退化
，

退化株率可达 ����
�

以上三

种马铃薯生产条件一样 �都是冬种夏收�都

经过了室内 �一 �月的高温贮藏阶段
，

只是

前二种在播种前没有大量发芽
，

后一种发了

又多又长的芽子
，

因而有了如此悬殊的退化

差异
，

正好说明种薯发芽消耗养分是导致马

铃薯退化的主要原因
。

�� 年代作者曾对马铃薯夏播 留种高产

栽培技术进行研究
，

要夏播留种高产
，

其中

措施之一
，

就是保证种薯在贮藏期间不能发

过长的芽
，

播种时短芽也不能抹去
，

说明种

薯不发过多过长的芽对保证后代高产的重要

性
�

� 试验获得的结果

我们的工作围绕二个方面进行
，

一是研

究种薯发芽对后代产量的影响
，

二是研究控

制发芽是否可以防止退化提高产量
�

���� 年在海拔 ����� 的棒子农科所用

已经发芽 �芽长 ����和没发芽的同一生

产条件生产同一品种的种薯对比
，

发芽的单

株产量 ����
，

没发芽的单株产量 ����
，

二

者相差 ���
�

����年在海拔 ���� 的黄粮坪村选新

鲜饱满没发芽的种薯和已发芽外形皱缩的种

薯对 比
，

发芽的单株产量 ����
，

没发芽的

单株产量 ����
，

二者相差 ���
�

以上试验说明不论在高山
、

半高山
，

种

薯发芽均会造成减产
。

为了验证控制种薯发芽能否防止退化
，

���� 年我们在海拔 ���� 的宝坪村利用一

天然风洞修建土冷库
，

将当地收挖的马铃薯

放在土冷库里越夏越秋
，

土冷库温度很低
，

室外大气温度 ��一 ��℃ 时
，

库内温度只有

�� 一 ��℃ ，

到春节前播种时
，

除底层少数种

薯 已经发芽
，

堆放在上层的种薯均没发芽
，

用冷库贮藏的种薯和当年从高山引来的种薯

对比
，

前者退化株率 �
�

��
，

亩产鲜薯 ����

斤
，

后者退化株率 ��
�

��
，

亩产鲜薯 ����

斤
。

同年
，

我们还在海拔 ���� 的青华村利

用岩洞贮藏马铃薯种薯 �岩洞的温度比室内

低�
，

得到了与上面相同的结果
。

说明控制

种薯发芽即可减轻退化
，

提高马铃薯产量
�

� 防止退化的措施

从马铃薯的生产实践和我们所做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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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乙�����的 �

克山县曙光乡第一良种场马铃薯

生产加工调查研究报告

李成军 张 生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克山 �������

前
、 一

日

克山县是黑龙江省马铃薯主产县之一
，

以前栽培马铃薯的块茎主要是食用和饲用
，

人均年食用在 ��� 公斤以上
，

是越冬的主要

蔬菜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
，

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

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
�

在马铃薯的生产
、

销售
、

食用方而
，

由

原来的 自给 自足型向商品型转化� 由原来食

用的单一型向食用的多样型
、

营养型转化
。

这样
，

靠单一食用就会困扰着马铃薯生产的

发展
，

必须进行加工或深加工促进马铃薯的

生产
，

调节马铃薯的供求关系
�

本文通过对克山县曙光乡第一 良种场 ��

户的走访调查
，

并结合当地的有关资料进行

统计分析
�

曙光乡第一良种场马铃薯生产
、

加工
、

销售已初步形成了产
、

加
、

销一条龙

的生产体系
，

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

为农

民增加了收人
，

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
�

� 马铃薯的生产概况

��� 基本概况

克山县曙光乡第一良种场位于克山县北

��公里
，

北与呐河接壤
，

东与德都相邻
�

是克山县主要的马铃薯生产基地
�

全村有

��户
、

���人
，

现有劳力 ���人
，

占人 口总

数的 ��
�

���
，

现有耕地面积 ����亩
，

马

铃 薯 种 植 面 积 ��� 亩
，

占播 种 面 积 的

��
�

���
。

��� 生产条件

研究结果充分证明
，

种薯在播种前大量发芽

消耗了薯块内部的养分
，

是导致马铃薯退化

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防止马铃薯退化就要 千

方百计保证种薯在姗种前不要大里发芽
、

消

耗掉种薯内部的养分
，

在兴山我们采用以 下

三种办法 �

��� 继续提倡低山从高山引种
。

全县

各乡镇都有高山区和低 山区
，

就近调种 比

较方便
，

现在交通 比较发达
，

运 输 不 困

难
，

把高山区生产的没有发芽的种薯引到

低山
，

可以大幅度增产
，

是一条经济有效

的措施
。

��� 就地留种要改善种薯贮藏条件
。

有

风洞和岩洞的地方利用风洞岩洞贮藏种薯
，

用一切办法不让种薯大量发芽
，

城郊农民还

可以利用城内冷库贮藏种薯
。

��� 在高山继续推广夏播留种技术
，

在

低山继续推�
‘ 一

种
一

二季马铃薯 �二季作�
，

在

特殊季节生产新鲜饱满
、

营养丰富的种薯
，

保证马铃薯增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