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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山地丘陵马铃薯生产现状与潜力

章仁 田 丁 贤吉力 吴建华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区划所� �浙江省景宁县农业局�

浙西南 山地丘陵农业 区域包括丽水地 区

的丽水
、

龙 泉 �个 县级 市 和 云 和
、

景 宁
、

青

田
、

庆元
、

遂 昌
、

松 阳
、

谱 云 和 温 州 市 的 永

嘉
、

文成
、

泰顺等 �� 个县
。

它位于浙江省 的

西南部
，

土地总面积 ���� 万平方公里
，

占全

省陆域总面积的 ��
�

���
。

本地区山岭起伏
，

山峰林立
，

低中山面积

占全 区土地 总面 积 的 ��
�

��
。

由于 山高坡

陡
，

交通不便
，

且远离大 中城市
，

经济发展水

平比较落后
。

粮食作物复种指数低
，

粮食生

产不能 自给
。

���� 年人均粮食 占有量 只有

���公斤
，

比全省平均少 ���公斤
。

本文根据该 区的农业 自然 资源优势
，

探

讨发展马铃薯生产在发展山 区粮食和经济作

物的生产
、

开发贫困地 区经济
、

帮助 山 区农民

脱贫致富中的地位和作用
，

并 同时探讨该 区

马铃薯生产的现状和潜力
。

斤
。

�� 年 中面积扩 大 了 �
�

�倍
，

总产扩 大 了

��倍
。

同时
，

全区马铃薯在春粮作物 �大小麦
、

蚕碗豆
、

春马铃薯�的地位也明显上升
。

����

年全 区马铃薯 占春粮作物面积的 ��
�

��
，

总

产的 �� ��
，

���� 年 已 分另��上 升 至 脚 �� 和

��
�

��
，

�� 年间分别 上升 了 ��
�

�和 �� �个百

分点
、

泰顺
、

云和
、

龙泉
、

庆元和景 宁 的 面 积

和总产均已超过春粮作物的 ���
。

由此可见
，

本 区域范 围不仅是浙江省的

马铃薯主产区
，

而且就其本身来说
，

马铃薯的

面积和总产在春粮作物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

� 发展马铃薯生产的资源条件分析

马铃薯生产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 以来
，

本地 区 马铃薯生产有

了长足的发展
。

据统计年报
，
���� 年 全 区马

铃薯面积 �
�

�万亩
，

单产折粮 食 �以 �� �计

算
，

下 同����
�

�公斤
，

总产 ����吨
。

到 ����

年
，

马铃薯面积已发展至 ��
�

�� 万亩
，

平均单

产 ��� 公 斤
，

总产达 �
�

�� 万 吨
，

人均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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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的一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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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经费由 ���八�� 资助
，

谨致谢意

本文讨论的 �� 个县市均 位于浙 南丘 陵

山地 区
。

山岭起伏
，

海拔垂直高差大 境 内

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
，

即山地丘陵
、

台岗地
、

河谷盆地等兼而有之
，

为马铃薯的生 长提供

了多种多样的生境 条件 由于 水稻 是本 省

也是本区域范围内的主要粮食作物
�

该 区耕

作制度的安排是 以水稻为中心的
，

因此
，

把整

个区域依据水稻种植制度 的现状
，

划 分为三

个垂直层次予以讨论

��� 冬作一稻一稻三熟制地区

粮食作物 双季稻三 熟 制 的 热 量 指 标 是

��� ℃ 积温 ���� ℃ 以上 根据丽水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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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以及各县的农业 区划报告
，

全 区范围

内符合这种热量 条 件 的 区 域 范 围 为海 拔

��� � ��� 米以下的地区
。

这些地 区的耕地

主要集中在山间盆地
、

河谷及低丘地带
。

土

壤一般是红壤性 沉积 土
，

质地 轻
，
�� �一�

。

在热量条 件 上
，

相 当于 中亚热带 农业气候

层
。

年平 均温 度 �� ℃ 以 上
，
��� ℃ 积 温

����℃ 以 上
。

年 降水量 ����一 ����毫米
。

其中青田
、

丽水一带的河谷盆地年平均温度

��
�

�一 ��
�

�℃ ， 》 �� ℃ 年积温达 ���� 一

����℃ ，

持续 ��� 一 ��� 天
，

是全省热里条

件最优的地 区之一
。

这样的农业 气
‘

候条件适

宜于粮食 作物 的 三 熟 制
，

冬 季 可 种 植大 小

麦
、

油菜
、

马铃薯等作 物
，

夏季可种植二熟水

稻
。

����年绪云县盘溪 区农技站在溶溪
、

新

化等乡建立的 �� 亩马铃薯
一

春玉米 甘薯

三熟套种高产示范田
，

全年亩产达 ����
�

�公

斤
。

其中溶溪乡花楼 山村 �亩攻 关 田
，

春马

铃薯亩产 ��� 公 斤
，

春 玉米 ���公斤
，

甘 薯

�干����公斤
，

全年亩产达 ����公斤
。

本层次具有早春升温快的特点
。

春季稳

定通过 �� 亡 的 初 日
，

一 般 出 现 在 � 月 中

旬
，

比温州早 �天
，

比金华早 � 一 ��天
，

而

且 日夜 温 差 也 较 大
。

因 此
，

马 铃 薯 生

产具有播种早
、

出苗 早
、

成熟早等 优势
，

有利

于补充早春大中城市蔬菜供应的不足
。

一般

露地栽培 �月 中旬即可播 种
，

�月 �� 日前 后

即可 上市
，

比浙北地 区早 上市 �个 月左 右
。

如采用地膜覆盖
，

则上 市季节可更早
。

而此

时正是蔬菜的淡季
，

马铃薯在市场上 不仅价

格高而且销量亦大
。

因此
，

本地 区可 以 发展

马铃薯
，

供应早春市场
，

增加农 民的经 济 收

人
。

景宁县的渤海 区 以及丽水
、

绪 云等县市

的一些地区
，

都有这种类型的生产
。

��� 休闲
一

稻 一稻或冬作 单季稻二熟制

地区

本 层 次 的海 拔 为 前 一 高 度 至 ��� 一

����
。

划分的依据是 �在热量条件上
，

双 季

稻 �中迟熟早稻 � 粳糯稻�从早稻播种至 晚

稻成 熟需 ��� ℃ 积温 ���� ℃ 以上
，

小 麦

一 单季稻需 ����亡 以上
。

虽然在本 区域 范

围内
，

南部 海拔 高 度 ���� 至 ��� 一 ��� �
，

中部 ����至 ��� 一 ��� �二 ，

北 部 ��� 一

�����至 ���一 ���，二 的垂直高度层次
，

年平

均温 度 �� 一 �� �
，

� ��℃ 积 温 ���� 一

����℃ ，

能满足上述熟制对热量的需求
。

但

由于本层次的海拔较高
，

雨水亦相应增多
，

年

�曝雨员达 ���� 一 ���� ，二，二
。

尤其 �一 �月

是降雨高峰季节
，

雨量约 占全年的 ��
�

�� 或

更高
。

而此时正是冬小麦孕穗
、

抽穗
、

扬花和

成熟季节
，

阴雨多湿的天气极不适宜冬小麦开

花授粉
，

同时也易于导致赤霉病的发生
，

从而

影响了冬小麦生户 日发展
。

庆元龙泉两县市

尤为严重
，

基本上没有 冬小麦
。

因此
，

除局部

小气候地 区外
，

生产上具有实际意 义的冬小

麦栽培的海拔上 限 只有 ��� 一 �的�
。

即使

在此高度以 下
，

仍有部 分地 区 因降 雨多而 不

能获得冬小麦的高产

各地可根据 当地的 实际情况适 当搭配种

植部分马铃薯
。

由于
一

伞层次的也量条件是三

熟与三熟的过滤区
，

在耕作制度上
，

水田 可发

展薯 稻 一 菜
，

薯 西 瓜 箱 等 复 种 方

式
�

旱地可发展甘薯 玉米
一

甘薯
，

马铃薯

甘薯等复种方式

��� 马铃薯一 水稻二熟制地区

本层 次位 于海拔 �����一 ���� 以 上
，

属

温凉湿润 层 在热量条件上 只相 当于 暖温

带
。

年平均温 度 �� 一 �� ℃ 以 下
，

��� ℃

积温 �尽��� � 以下
，

无霜期 ��� 天左右
，

年 降

雨星 ���� 一 �����二，�� 以上
。

耕地主要 分布

在 山顶 盆地
、

山 顶 台地 以 及 山 间 谷地 等 区

域
，

也有部分梯 田
。

土壤 一般是侏罗 系的凝

灰岩和流岩发育而成的 黄壤或紫色土
。

表土

中有机 质和 有效 钾 含量 均 较高
，

但磷 素 缺

乏
，

土壤质地以壤 质粘 土为主
。

无论是土 壤

还是气候
，

均适宜十马铃薯的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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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春雨多再加冬季气温低
，

夏季有效

积温少
，

无论旱地
、

水 田冬季均不能种植冬小

麦
、

油菜或蚕豌豆等作物
。

因此
，

在耕作制度

上
，

水 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
，

冬季则基本上是

冬闲田
。

而且
，

为保证水稻的安全齐穗
，

某些

地区还得采用尼龙育秧
。

旱地也只能种一季

甘薯或玉米
。

根据这一地 区的农业气候特 点
，

在单季

稻或旱地甘薯移栽前
，

可利用春季的光热资

源插种一季马铃薯
，

从而形成马铃薯一水稻或

马铃薯 一甘薯两熟制
。

景宁县的上渔乡 �高

山盆地
，

海拔 ��� ��
、

庆元县 的荷地区 �高 山

台地
，

海 拔 ����
���

，

都 进行 了 水 田 马铃薯

水稻亩产超
“

双纲
”

试验
。

结果表 明
，

这类

地区早春不仅完全有可能增种一季马铃薯
，

而且
，

春马铃薯的单产水平亦可大大高于低

海拔地 区
。

本层次由于海拔较高
，

夏季温凉
，

对于保

持马铃薯的种性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

目前浙江省的 自留优 良品种主要产于这一农

业 区域层次
。

� 发展 的前景与潜力

尽管本地 区的马铃薯生产在全省范围内

或在本地 区的春粮作物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作用
，

但是
，

从整个 资源开 发利 用 上

讲
，

马铃薯生产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
。

��� 耕作制度潜力

由于习惯上马铃薯以种植于旱地 为主
，

在全区域的 ��
�

�万亩旱地 中
，

冬春季作物种

植面积已达 ���万亩
，

占 ��
�

��
。

今后应大

力发展水田马铃薯生产
。

全 区 ���� 年 ���
�

�

万亩水田中
，

三熟制和二熟制面积分别只有

��
�

�和 ��
�

�万亩
，

而一年 只种一季单季稻的

面积 且 有 ��� �万 亩
，

占 全 部 水 田 面 积 的

��
�

��
。

如果再加上二熟制的冬闲一 稻
一

稻

田的面积 ��万亩
，

则全区冬闲田面积达 ��
，

�

万亩
，

占全部水 田 面积 的 ��屏�
。

这些冬 闲

田在不同海拔高度都有分布
，

除部分 因积水

而不 能 种植 马铃 薯外
，

其余均可 以 种植发

展
。

据景宁县的实践证 明
，

利用单季稻 田 种

植马铃薯具有生长快
，

结薯早
，

多而 大
，

产量

高等优点
。

据 ���� 年统计
，

全县利用稻 田种

植春 马铃 薯 ���万 亩
，

平 均 亩 产 ���石 公

斤
，

比旱地种植马铃薯亩产高一倍 以上
。

而

且
，

种植马铃薯后
，

不仅可使稻 田的土壤理化

性状得到改善
，

而且
，

马铃薯的茎叶还可还田

用以改善土壤肥力
。

一般每生产 ���� 公 斤

鲜 马铃 薯块 茎
，

可 生产 ��� 公 斤 茎 叶
。

因

此
，

马铃薯 田 的水稻反而 比冬 闲田 的水稻增

产

在二熟制和三熟制的热量条 件 适 宜 地

区
，

可 以根据各地的气候条件
，

有计划地在不

宜种植冬小麦等春粮作物的地 区
，

适 当改种

春马铃薯
。

上文已经提及
，

由于浙西南 山 区

春雨多
，

冬小麦病害重
，

品质差
，

产量低
，

是

冬小麦的次适宜 区
。

这些地 区冬作改种春马

铃薯不仅可使 当季作物增产
，

而且后作水稻

的长势及长相亦可得以改善
，

病虫害减轻
，

从而

增加水稻的产量
。

另外
，

利用 西瓜 田 以及旱

地的间作套种也可 以扩大马铃薯 的种 植 面

积
。

��� 单产潜力

马铃薯是早熟高产作物
，

一般亩产折粮

���一 ���公斤
，

高的可达 ����公 斤 以 上
。

浙西南 山 区虽然是浙江省的马铃 薯适 生 地

区
，

但是
，

马铃薯的单产水平反而低于全省的

平 均 水 平
。

在 ���� 一 ���� 年 的 �� 年

间
，

除 ����年一年的单产略高于全省的平均

水平外
，

其它年份均低 于 全省的平 均水平
。

而且
，

单产水平的差异还存在于区内的 �� 个

县市和 同一县境范围 内
。

例如
，
����年

，

区

内单产水平最高的绪 云 县平均 亩 产 ��� 公

斤
，

而龙泉市
、

遂 昌县 庆元县的单产分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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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

���和 ���公斤
，

只有绍 云县的一 半
。

����年景宁全县平均单产 为 ���公斤
，

而该

县同一年对 ����亩丰产马铃薯的验收
，

平均

亩产 ���公斤
，

亩产最高的达 ���
�

�公斤
，

高

低相差十分悬殊
。

巨大 的单产差距就是 潜

力
。

只要农业部门试验推广新的技术
，

引入

新的良种
，

科学用肥
，

合理密植
，

单产翻一翻

是完全有可能的
。

造成马铃薯单产水平低的原 因
，

除各地

气候
、

土壤等条件的差异外
，

主要是一些地方

对马铃薯生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由于

在习惯上
，

马铃薯是 当作蔬菜作物的
，

而统计

上且又是被 当作粮食 作 物 的
，

推 广 部 门很

少将其列入其 自己的工作范 围
，

从而处于蔬

菜
、

粮食技术干部双不管的状态
。

因此
，

大面

积的生产基本上处于农民 自发状态
，

品种老

化
，

栽培技术落后
。

��� 市场潜力

马铃薯的营养丰富
，

它 的块茎除 含有丰

富的淀粉外
，

还 含有适量的蛋 白质
、

脂肪
、

糖

类
、

矿物质盐类以及维生素
。

在维生素中
，

尤

以胡萝 卜素和抗坏血酸 �维生素 ��的含量较

高
，

分别达每公斤 �
�

���和 ��� ��
，

而稻米和

面粉的含量均 为 �
。

在 上 文 中我们 已经 提

到
，

本 区 人均粮 食 占有 量 比全省 低 ���公

斤
，

粮食不能 自给
，

而且 由于 区内一些乡村交

通闭塞
，

至今 尚未通车
，

经济收人水平又低
，

群众无力从外地购买粮食
，

因此
，

马铃薯是

解决这些地区人民粮食不足的途径之一
。

另

一方面
，

在交通条件好和接近市场的地 区
，

马

铃薯可 以 鲜销
，

作 为淡 季蔬 菜 的 补 充
。

而

且
，

它还可以被加工成多种产品供应市场
。

就马铃薯的鲜销市场来说
，

浙江省的大

中城市每年都有大批 马铃薯作 为蔬菜销售
。

主要供应季节为早春的 � 一 �月份和秋冬

季两个蔬菜淡季
。

木 区域可 以充分利用早春

马铃薯上市早的优势
，

有组织地 生产春马铃

薯供应沪杭等大城市的早春市场
，

并可利用

高山马铃薯供应这些城市的秋冬市场
。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产销诸环节还没有理

顺
。

浙江 省的马铃薯市场处于南 北 夹击 之

中
，

秋冬季的马铃薯 主要来 自北方
。

仅杭州

市蔬菜公 司每年就从北方调人马铃薯 ����

吨以上
，

供应杭州市场
。

而在春季
，

则有大批

马铃薯从江西
、

福建等省涌人
。

如果能保住

本省市场
，

并力求 占领上海
、

苏州
、

无锡等城

市的早春市场
，

对本省马铃薯生产的进一步

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另外
，

马铃薯加工在本省 尚没有形成 产

业
，

如能研究开发马铃薯的产品加工
，

不仅可

以提高农民的收 人
，

而 且
�

也可促使马铃薯生

产的进一步发展

� 小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
，

马铃薯生产在浙西南丘陵地

区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无论是面积的扩

展还是单产水平的提高
，

都存在进一步 发展

的巨大潜力
。

发展马铃薯生产是开发山 区资

源
、

提高 山 区复种指 数
�

振兴 山 区经济
、

解 决

山区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 今后应在 良

种引进和繁育
、

高产低本栽培
、

耕作制度安排

以及市场的拓展等方面作深人的研究和协调

工作
�

�
�

� 良种的引进与繁育

根 据 多年 来 的 实践
，

克新 �号
、

克新 �

号
、

东农 ���等 从北方引入的 品种第 一年春

播 具有早熟
、

高 产
、

优质等优点
。

但收获的块

茎第
一

二年种植即表现明显的退化
。

虽然通过

秋繁可部分克服退化 问题
，

但 由于秋播 产量

较低
�

春播时种薯尚未通过休眠等原因
，

应用

秋繁种的效果不及 当年引种
。

由于马铃薯用

种量大
，

靠每年引种是不现实的
。

因此
，

应继

续寻找经济有效的方法
，

克服退化
，

同时也应

进一步引进新的品种予以 鉴定
、

繁育
。

���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马铃薯新品种
“

鄂芋 �号
”

在兴山县的表现

李 大 森

�湖北兴 ��一县农业局 ���勺汉��

湖北省兴 山县地处鄂西 山 区
，

年平均气

温 ��
�

���
，

年降水量 ��� 一 ������
，

年 日

照时数 ���� 小时
，

无霜期 ��� 天
，

土壤多为

黄棕壤性土
，
�� 值 �

，

�一 �
�

�之 间
、

土 质 较

肥沃
，

是马铃薯生长发育的 良好生态环境
。

马铃薯是兴 山县 主要夏粮作物之一
，

总

产 占夏粮 的一 半
，

常年 播 种 面积 �万亩左

右
，

占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
�

���
，

占

夏粮面积的 ��
�

���
。

随着农业生产 的不断

发展
，

马铃薯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在逐年增

长
。 “

七五
”

期间马铃薯播种面积 �����亩
，

总

产量达 到 ����� 吨
，

面 积 比
‘ ’

六 五
”

期 间 的

�����亩增加 �����亩
，

总产增加 ����吨
，

而

单位面积产量则较低
，

全县平均单产 为 ���

公斤
，

其原因之一是品种抗耐病力不强
，

退化

混杂现象普遍
。

因此
�

积极 研究推 广 新 品

种
，

对于提高马铃薯单产和增加粮食总产
，

发

展国民经济
，

具有重要意 义

试验过程

选择地势平坦 土壤肥 力 中上等的地 作

试验地 试验品种
“

鄂芋 �号
” ，

对照 品种
�‘

米

拉
” ，

对比法 试验
，
�次 重 复

�

小 区 长 �
�

���几

宽 如飞
、

小 区面积 ���二�
�

六行 区
，

每行 �� 穴
，

田 间 种 植 密 度 �
�

� �润 � ����
，

每 亩 ����

穴
。

亩施菜饼 ����
，

过磷酸钙 以���作底肥
�

幼

苗出土后
，

视出苗早晚及时进行第一次中耕松

土追肥
，

现蕾时普遍进行第二次中耕培土追施

薯 肥
，

每 次 追 尿 素 ���� 或 碳 馁 �� 一

����

� 各年试验结果

�
�

� 块茎产量及淀粉含量

鄂芋 �号品种选育 后
，

于 ����一 ����

本地 区地形复杂
，

耕作制度多样
，

应根据

马铃薯在耕作制度 中的不同地位 和 作用 �间

作套种
、

连作等�
，

有针 对地探讨高产低成本

栽培法
。

马铃薯的秋季栽培不仅可以 为第二

年的春播生产种薯
，

而 且也可供 应市场
。

在

条件好的地区应积极试种
。

由于海拔 ���
，二 以 上地 区 热 量 条 件 较

差
，

水田由原来的一季水稻改成马铃薯 一 水

稻两熟后
，

在季节上 可能偏 紧 各地 降应 及

时收种外
，

还可 以将 原来的单季杂交粕稻改

成粳稻
、

从而争取季节上的主动
。

��� 积极开拓市场和加工增值

各地 应充分利用本 区马铃薯上市早的优

势
，

积极开拓销路
。

同时
，

应积极 引进
、

消化

适 合于本地的马铃薯 加工技 术
，

促进 马铃薯

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增 加山区农民的收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