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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种薯贮藏方法研究及应用

刘介民 陆儒林 田柞茂
�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

前
、一
一一���

口

鄂西山区类同我国西南山区生态环境条

件
，

气候 比较冷凉
，

雨量充沛
，

自然肥源丰

富
，

马铃薯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 ���
。

马铃薯种薯生理要求低温 ��一 �℃ �

贮藏
，

可是鄂西马铃薯收获季节
，

低海拔

����米以下�地区大多在 �月下旬
，

中海

拔 ����一 ����米 �地 区大多在 �月上
、

中旬
，

高海拔 �����米 以上�地区大多在

�月下旬至 �月上旬
�

收获的块茎分别要

经历 �个月
，
�一 �个月

，
�一 �个月 的高

温贮藏
。

加之农民习惯于堆积黑暗条件下

贮藏
，

增加 了呼吸热
，

提高了贮温
，

高温

刺激芽眼提早萌动
，

滋生大量的白色纤细

废芽
，

消耗大量的养分和水分
，

也破坏了

顶芽优势
，

且随着芽眼提早萌动
，

块茎体

内病毒开始增殖
，

不断累积
，

浓度提高
，

导致严重减产
。

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从 �� 年

代中期开始在调查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作了多年马铃薯种薯贮藏方法的研究
，

寻找

适于西南山区具体条件
，

绝大多数农民所能

接受的贮种方法
。

传统的堆积贮种方法的弊端

据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并经试验结果证

传统的堆积黑暗贮种方法至少有以下三

个弊端
。

�
�

� 消耗了种薯大量的养分和水分

堆积贮种由于贮堆大
，

种薯产生的呼吸

热散发困难
，

贮温一般要提高 �℃ 以上
。

除

表层种薯见光外
，

绝大多数种薯都处于黑暗

条件
，

容易滋生大量的白色纤细废芽
，

消耗

掉大量的养分和水分
，

种薯变得凋萎皱缩
。

据调查
，

到播种时
，

低
、

中
、

高海拔地区的

种薯失重分别为 ���
、 ’

���
、

���左右
�

��� 破坏了顶芽优势

马铃薯顶芽优势是个增产的因素
。

湖北

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曾将未萌芽的同一

品种的块茎分切成顶
、

中
、

尾三部分作种用

比较试验
，

结果顶部出苗最早出苗率最高
，

生长势最强
，

其次是中部
，

尾部最差
。

产量

统计结果表明
，

顶部为 ����公斤 �亩
，

比

中部的 ���� 公斤 �亩
，

增 ��� 公斤
，

比尾

部的 ���� 公斤 �亩增 ��� 公斤
，

即分别增

产 ��
�

���
，
��

�

��� �见表 ��
�

在堆积黑暗贮藏条件下
，

全部顶芽均

成 了废芽
，

播种时被摘除
，

顶芽优势被破

坏
。

��� 导致了线芽种薯

堆积黑暗贮藏的结果
，

造成本来可以长

得粗壮的顶芽和中部部分主芽变得纤弱而被

摘除
，

从而导致块茎 中
、

下部腋芽大量萌

发
，

容易成为线芽
，

茎多而纤细
。 ’

湖北恩施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用
“

新芋 �号
”

品种作的

线芽种薯与壮芽种薯比较试验结果
，

壮芽种

薯早出苗 �天
，

植株生长健壮
，

而线芽种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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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缓慢
，

长势弱
。

壮芽种薯亩产 ����公 ����石�
，

差异极显著
�

大中薯率亦明显高

斤
，

比 线 芽 种 薯 亩 产 ��� 公 斤 增 产 于线芽种薯 �见表 ��
�

表 � 马铃薯块茎不同部位种用比较试验结果

出苗期

�日�月�

出苗率

���

幼 苗

生长势

开花期

�日�月�

产 量产 量

处 理
公斤 �亩

差 值

《公斤 �亩�

比 较 差 异

显著性
位 次

顶 部

中 部

尾 部

����

����

���

���

����

����

一��� ��
�

��

一��� ��
�

��

显著

极显著

强中弱
�丹�﹄�

…
︺公，且�︸、︸���产，

口

表 � 线芽种薯与壮芽种薯比较试验结果

出苗期

�日�月�

幼 苗

生长势

株 高 茎 粗
产 量

�公 斤 � 差 值 比 较

块茎分级
�

���

处 理
���� ���� 大中薯 小 薯 屑 薯

��︸�‘，上下����

����

�乡�

�
�

��

亩� �公斤 �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芽芽壮线

� ��克以下的为屑薯
，

����� 克重的为小薯
�

次年我们又作 了线芽与壮芽种薯后代 毒侵染 �据报道染丛矮病品种
，

块茎易产生

�均是散光薄摊贮藏� 比较试验
，

结果二者 纤细芽�所致
，

则病毒在块茎体内会世代相

出苗期
、

幼苗生长势
、

株高
、

产量均极相近 传不断累积加重
，

产量呈递减趋势
，

不可能

�见表 ��
。

证明上述情况主要是由于种薯贮 未能脱毒
，

就 自然得到恢复
。

藏不善所致
，

并非受病毒侵染
，

如果是因病

表 � 线芽种薯与壮芽种薯后代比较试验结果

量一值

处 理
出苗期

�日 �月�

幼 苗

生长势

株 高

����

成熟期

�日�月� �公斤 �亩�
比 较

讼斤 �亩� ���

壮芽种薯后代

线芽种薯后代

���

����

中上 ��乃

中上 ��
�

�

����

���� ����
�

� �
�

� ��� ��

� 种性退化与外界环境条件的

关系

马铃薯受病毒侵染就有引起退化的可

能
，

而高温是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条件
。

随着海拔降低
，

马铃薯收获越早
，

种薯

处于高温贮藏的时间也就越长
，

减产也愈为

明显
。

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与恩施

市合作试验的结果
，

充分证明了这一趋势
�

湖北 恩施南方 马铃薯研究 中心 海拔

����米
，

年平均温度 ����℃ ，

恩施
�厅农科

所海拔 ��� 米
，

年平均温度 ��
�

�℃ 。

该所

����年从
“

南方中心
”

引进品种
“

新芋 �号
”

和
“

米拉
” ，

产量分别为 ����公斤 �亩和

����
�

�公斤 �亩
�

就地留种一年
，
����年

新芋 �号的产量下降为 ����
�

�公斤 �亩
，

减产 �����
，

米拉减产更为严重
，

仅 ���
�

�

公斤 �亩
，

减 产 “
�

��
，

均达极显著标

准
。

就地留种 �年
，

产量继续下降
，

新芋 �

号
、

米拉亩产量分别仅为 ���
�

�公斤
，
���

公斤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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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马铃薯低海拔地留种试验结果

新 芋 � 号 米 拉

处 理
�公斤 �亩�

差 值

�公斤 �亩�

比 较

���
�公斤 �亩�

差 值

�公斤 �亩�

比 较

����年高山引种

����年低山就地留种

���� 年低山继续留种

����

�����

���
一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长势明显减弱
，

植株变矮
�

���� 年引 高温的影响� 我们设计了以 ���� 米的天池

种 的 新 芋 � 号
、

米 拉
，

株 高 分 别 为 山生产就地贮藏的种薯为对照
，

低海拔 ���

��
�

���
，

����
，

就地留种 �年后
，

株高分 米的恩施市农科所生产的种薯收获后随即拿

别降为 ��
�

���
，

��
�

���
，

就地 留种 �年植 到天池山贮藏
，

和恩施市农种所就地留种贮

株进一步矮化
，

染病毒程度明显加重
，

块茎 藏 �个处理
，

在天池山作比较试验
。

供试品

也越来越小
，

如新芋 �号 ����年引种时大 种为中熟的新芋 �号和中早的双丰收
�

结果

薯率为 ��
�

��
，

中薯率为 ��
�

���
，

小薯率 �个品种的表现趋势一致
，

以天池山生产就

��
�

���
，

就 地 留 种 �年 后
，

大薯 率仅 地贮藏的种薯产量最高
，

低海拔生产天池山

�
�

巧�
，

中薯 ��
�

���
，

小薯 占 ��
�

��
�

就 贮藏的种薯产量居第 �位
，

比前者新芋 �号

地留种 �年无一大薯
，

绝大多数为小薯
。

仅减产 �����
，

双丰收减产 �
�

���
，

而低

为了进一步探明低海拔地区马铃薯染病 山生产就地贮藏的种薯减产非常严重
，

比对

毒严重退化块与温度的关系
，

即主要是马铃 照新芋 �号减产 ��
�

���
，

比双丰收减产

薯生育期间受高温的影响
，

还是贮藏期间受 ������ �见表 �和表 ��
。

表 � 中
、

低海拔生产的种薯不 同贮藏地点比较试验产量结果

新 芋 � 号
’

双 丰 收

处 理
�公斤�亩�

二 � 号

差 值 比 较 差 位

�公斤 �亩�

比 较

�公斤 �亩� ���
�公斤 �亩�

朋������
天池山生产贮藏种薯

低海拔生产天池山贮藏

低海拔生产贮藏

����
�

�

����
�

�

���

���

一��

一礴��

����

��
�

��

一��

一���
�

�

��
�

��

��
�

��

表 � 中
、

低海拔生产不 同贮藏地点的种薯生育表现

品 种
出苗期

�日�月�

出苗率

���

幼 苗

生长势

株 高 茎 粗

����

分枝数 开 花 成熟期 染 病

�个� 繁花性 �日�月�毒程度

轻轻重一轻轻重弱弱无一弱弱弱������中坏下一比中下
‘
中
一一中
‘﹃

��”��������
新芋

�号

一一一
双丰收

天池山生产贮藏种薯

低海拔生产天池山贮藏

低海拔生产贮藏

天池山生产贮藏种薯

低海拔生产天池山贮藏

低海拔生产贮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一试验结果证明在鄂西山区马铃薯主

要是贮藏期间的高温导致病毒在体内大量增

筑
，

引起种性退化
。

这是由于马铃薯生长期

间典正处于高温的时间并不太长
，

约 �� 天

左右
，

而贮藏期间则长达 �一 �个月都是处

于高温环境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据测定各处理的平均温度是
� 岩洞贮藏

� 简易有效的贮种方法研究及 ��℃ ，

薄摊散光贮藏 ��℃ ，

冰箱贮藏控制

应用 在 �一 �℃低温
，

堆积黑暗贮藏 ��℃ 以上
�

结果以冰箱低温贮藏的种薯出苗最早
，

幼苗

通过调查研究
，

明确了黑暗堆积贮种的 长势最强
， ·

株高 ����
，

病毒病程度最轻�

弊端后
，

再次与恩施市农科所合作设计了种 岩洞贮藏与散光薄摊贮藏的种薯生长表现和

薯薄摊 ��一��
�� 厚�散光贮藏

，

岩洞贮 染病毒程度居中等� 堆积黑暗贮藏的种薯出

藏 �岩洞冬暖夏凉�
，

冰箱控温贮藏和堆积 苗最晚
，

长势最弱
，

株高仅 ����
，

染病毒
·

黑暗贮藏 �个处理
�

供试品种为新芋 �号
�

病程度最重 �见表 ��
。

表 � 低海拔马铃薯种薯不同贮藏方法的田间生长表现

贮 藏 方 法

堆积黑暗贮藏

薄摊散光贮藏

岩洞贮藏

冰箱贮藏

出苗期

�日�月�
幼苗生长势

株 高 成熟期

�日�月�

病株率

���
病 指

下中中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量统计结果
，

以低温冰箱贮藏的产量 斤
，

居第 �位
，

比对照净增 �����公斤
，

增

最高
，

达 ����公斤 �亩
，

比对照堆积黑暗 产 ��
�

��� � 对照产量仅 ���� 公斤 �亩
，

贮藏 的 种 薯净 增 ��� 公 斤 � 亩
，

增 产 居末位
。

块茎分级结果
，

以冰箱贮藏的种薯

��
�

�� � 散光薄摊的种薯亩产 ���� 公斤
，

大中薯率最高达 ��
�

��
，

其次是岸洞贮藏

居第 �位
，

比对照净增 ��� 公斤
，

增产 的为 ������
，

散光薄摊贮藏的为 ��
�

��
，

��
�

��� � 岩洞贮藏的种薯亩产 ����
�

�公 对照仅 ������ �见表 ��
。

表 � 低海拔种薯不 同贮藏方法的产量调查及块茎分级

产 量

贮 藏 方 法
平均贮温

�℃� �公斤 �亩�
差 值

�公斤 �亩�

比 较
位次 大

块茎分级�� 、

中 小

堆积黑暗贮藏���� � �� ���� ���� � �
�

�� ���� ����

散光薄摊贮截 �� ���� ��� ���
�

�� � ��
�

�� ��
‘

� ��
�

��

岩洞贮藏 �� ����
�

� ���
�

� ���
�

�� � ��� ��
�

�� ��刀�

冰箱冷藏 �� � ���� ��� ���
�

� � ��
�

� ��
�

� ��
�

�

同时在气候比较冷凉的天池山也进行了 长势也明显优于对照
，

增产 ��
�

���
，

大中

种薯薄摊散光贮藏和堆积黑暗贮藏 �
’

个处理 薯率高 ��
�

�� �见表 ��
。

的对比试验
�

结果薄摊散光贮藏的种薯田间 以上结果虽然证明冰箱低温贮种的产量

表 � 天池山种薯薄摊散光贮藏试验结果

贮 种 方 法 吕

黔
幼 苗

生长势

产 块 茎 分 级 ���

公斤 �亩
值 比 较

�公斤 �亩�

堆积贮藏���� ��
�

� 中下

薄摊散光贮藏 �� � 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商品率最高
，

但成本也较高
，

即使是建冷

库
，

农民也无力采用
。

岩洞贮温虽然较低
，

但多雨
、

雾重的西南山区岩洞湿度很大
，

见

光度差
，

大量贮种亦有间题
，

且不便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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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脱毒种薯引种规律的探讨

李本德 刘 力
�陕西省安康地区种子管理站 �������

引 言

马铃薯中晚熟品种
，

经过脱毒后
，

明显

的表现出前期出苗迟
、

幼苗生长缓慢
，

后期

营养生长旺盛
、

生育期相应拖长
，

在薯块膨

大期若遇高温干旱气候
，

将会严重影响产

量
。

尤其是低海拔地区从差异较大的高海拔

地区引种
，

上述现象表现的更为突出
�

生产

实践证明
，

推广脱毒种薯应遵循由高海拔循

序渐进地向低海拔阶梯形推移的规律
，

每次

下移的海拔梯度不可超过 ����
。

种繁殖基地 �����亩
，

予计 ����年可推广

��万亩
，
����年全地 区可基本实现脱毒

化
。

连续 �年的区域试验表明
，

脱毒原种较

脱毒种增产 ��
�

��一��
�

��
，

生产示范亩产

����一 ����公斤
，

较当地未脱毒种增产

��� 一 ����
�

可是播种在 ���� 以下低海

拔地区的脱毒种
，

却有不少地块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减产现象
。

� 脱毒种薯在安康地 区的应用

情况

安康地区地处秦岭以南巴山以北
，

属北

亚热带的偏北地段
。

全区年播马铃薯面积

�� 多万亩
，
���� 年开始引用脱毒技术

，

区

内主栽品种是
“
���

”

�系木区农科所 �� 年代

育出的高抗晚疫病
、

稳产性强的中晚熟品

种�
，

几年来共扩繁无毒试管苗 �� 万苗
，

繁

育网室小薯 ���万公斤
，

繁殖 �
、

�
、

�代脱

毒原种 ����
�

�万公斤
，
���� 年建立脱毒原

� 脱毒种薯在不同地域的表现

近几年的试验
、

示范
、

繁殖
、

推广实

践证明
，

脱毒薯种在中高山地区 的增产效

果 是 显 著 的
，

为 世 人 所 公 认
。

但 是 在

���� 以 下 的低海 拔地 区增 产 效果不 明

显
，

个别地块反 而呈现减产趋 向
。

例 卜

汉 阴县旋涡 区 �海拔 �����引种 了铁佛

区 �海拔 ������第 �代脱毒原种百余

亩
。

田间表现为苗期发育缓慢
，

后期严重

徒长
，

导致茎高叶茂
、

贪青晚熟
、

根多薯

少
、

产量不尽人意 � 例 �� 石泉县农技站

�海拔 �����试种高山 �海拔 ������脱

毒 �代原种
，

得到了与例 �同样的不 良结

果 � 例 �� 地区级区域试验
，
����年旬阳

查
�

简单易行
、

效果又较好
，

多为广大农民

所接受的是散光薄摊贮藏方法
，

特别是农村

实行联产承包后
，

各户分散贮藏
，

贮藏场地

更易解决
。

据试验采用散光薄摊贮藏
，

高温的低海

拔地区也可就地留种 �年
，

不致造成大幅度

减产
。

经过几年的示范推广
，

鄂西山区已基本

普及散光薄摊贮种方法
，

并已逐渐扩大推广

到临近省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