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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康地区马铃薯生产

问题及解决途径

蒲 中 荣
�陕西省安康地区农科所�

马铃薯可作食用
、

菜用
、

饲料用
，

还是

工业原料作物
。

其生育期短
、

性喜冷凉
、

植

株矮小是适宜套种的高产作物
。

我区立体农

业春夏秋冬都有适宜种植的地方
，

海拔 ���

米以上的中
、

高山区无霜期短
，

气候冷凉退

化轻
，

更是其它作物难以取代的主要作物
。

因此
，

在我区发展马铃薯生产
，

将现有亩均

���公斤提高 ���一 �
�

�倍
，

对实
‘

现粮食 自

给
，

解决山区人民的温饱问题
，

促进林特生

产
，

发展小型加工业
，

增加农民收人都有积极

的作用
。

产量 一��一
��公斤

。

比其他县亩均多 ��公

斤左右
。

近 �年由于新品种更新换代
，

马铃

薯而积稳定发展
，
���� 年全 区年产达 �

�

��

亿公斤
，

创历史最高纪录
�

� 马铃薯生产的主要问题

马铃薯生产简况

我 区马铃薯 �� 年代种植面积 ��
�

�万

亩
，

平均亩产 ���公斤
，

比 ����年 ��万

亩增加 ����
，

亩产 �� 公斤增加 ����� �

�� 年代由于晚疫病大发生
，

年均种植面积

���万亩
，

亩均仅有 �� 公斤
，

危害最严重

的 ����年
，

亩均仅有 �� 公斤
，

是解放 ��

年来最低的年份 � �� 年代由于引进马铃薯

良种
，

年均种植面积 ��
�

�万亩
，

比 �� 年代

增加 ��
�

��
，

亩产增加 ��� � �� 年代由于

新品种选育推广
，

年均种植 面积 ���� 万

亩
，

比 ��年代增加 ��
�

��
，

年均亩产 ���

公斤
，

比 ��年代增加 ��
�

��
。

其中以领导

重视
、

马铃薯新品种发源地
、

科技力量较

好
、

品种稳定的平利县产量稳而较高
，

县均

��� 品种与病害

选育抗病
、

高产
、

退化轻的马铃薯优良

品种是夺取高产稳产 的基础
。

�� 年代初
，

米拉
、

��� 号表现抗晚疫病性减弱
，

发生花

叶
、

卷叶病而退化
，

产量稳中有降
。

����

年开始选育中熟
、

高产
、

高抗晚疫病
、

淀粉

含量高
、

耐涝
、

耐旱适应性广的安薯 �� 号

�������号�新品种
，

由于它的接替
，

种植

而积逐年扩大
。

生产实践证明了安薯 �� 号

品种是高产
、

抗病
、

耐涝的
，

该品种在我区

生产 示范 产量 为 �����一 �����公斤 �亩
，

比对照增产 ��� 一 ����
。

然而实际生产的

产量差距很大
，

原因在于病害
。

马铃薯块茎

皮薄含水分多
，

营养丰富
，

是病菌的培养

基
，

极易染病
，

从它的催芽
、

切种
、

播种
、

萌芽
、

生长
、

发育以及收管运输
、

贮藏等一

系列过程
，

随时都会遭受各种病菌的侵染
�

据统 计
，

全 世界 已经报道 的病害有百种之

多
，

仅是病毒病就有 �� 种
。

我国发现的病

害也有 �� 多种
。

但是
，

并非所有这些病害都威胁着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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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生产
，

其中大部分是无关紧要的常发病

害
，

一部分是偶然发生
，

又危害不严重的病

害� 还有一部分是年年都有零星发生
，

一旦

流行便造成严重损失的病害
，

如晚疫病� 一

部分是一年 比一年增多
，

靠种薯传播的病

害
，

如我区的黑胫病
、

环腐病
，

危害减产损

失达 ��� 一 �� �
，

还不包括烂种缺苗
。

常

年存在
，

随时发生
，

日渐积累
，

严重影响马

铃薯产量
。

��� 品种混杂

新品种经过有性杂交
、

种籽培育
、

实生

苗选育而成
。

种籽实生苗是不带病的
。

但由

于实生苗及以后的无性繁殖块茎直接接触了

别的染病品种
，

或通过媒介如蚜虫等把有病

品种的病菌 �毒�接种在无病品种上去 � 切

种的刀 子传病更多更快
，

随着繁殖 �播种�

代数增多
，

病害积累愈多
。

不同品种带的病

害种类不同
，

所以品种愈杂
，

病害愈多
，

退

化愈快
。

品种混杂主要是没有健全的良种繁

育基地
。

其后果是 � 一是良种不能统一集体

连片经营
，

无专人管理进行切刀消毒
、

不断

清除品种内混杂的其它品种的薯块及地内隔

年生的其它品种的薯块的混杂植株
、

薯块及

病株等保种环节� 二是产供销脱节
，

繁殖的

种薯不能保证全部用来作种
。

其原因是调种

单位只管放
，

未管收
，

种薯卖给农民去种
，

但繁殆的种薯怎么办就不管了
，

形成白由的

种植
，

自由买卖
，

良种户留足 白己的种薯之

外
，

剩余作 ���粮吃掉
，

有些农民一家种两
、

三个品种
，

对
一

品种混杂害处缺乏 认识
，

收种

时怕麻烦
，

看品种熟期差不多
，

就把不同品

种混在一起贮藏
，

人为造成混杂
，

再通过刀

切传染
，

发病率与 日剧增� 三是马铃薯种繁

殖的倍数低
，

繁效的种薯又不能全部用来作

种
，

新品种不能在短期内覆盖大而积
，

便长

期有小块地分散种植
，

而处于染病品种包围

之中
，

染病品种与新品种频繁接触
、

混杂
，

加快病害传染
、

退化
。

除此之外
，

乱调种也

是造成品种混杂染病的重要因索
。

因有门 调

种会引进新的病害
，

新的致病力强的晚疫病

生理小种
，

而使本地当家品种抗不住新的菌

原而保不住
。

这样
， “

重育种
、

轻保种
” ，“

重用

种
，

轻保种
、

繁种
”

造成育了杂
、

杂 了病
，

病了再育的恶性抓环
，

新品种经济效益不能

充分发挥
口

��� 栽培问题

我区马铃薯栽培问题是施肥水平下降
，

新 品种老作法
。

�� 年代前期马铃薯施有圈

粪
，

�� 年代末用于马铃薯的圈粪量显著减

少
。

我区句年平均 亩施化肥 ��
�

�公斤
，

比

全省平均水平少 ��
�

�公斤
，

比汉中少 ��
�

��

公斤
，

比商洛少 �
�

�� 公斤
，

而这亩均 ��
�

�

公斤化肥还包括农林副业生产
，

用到马铃薯

上亩施不到 �
�

�公斤
，

马铃薯确实在严重缺

肥条件 卜生产
。

根据 ����年肥料试验表

明 � 亩施尿素 ���一 �
�

�公斤
，

过磷酸钙 �一

�
�

��子
，

可增产 ���一���
，

所以
，

马铃

薯产量要上
，

肥料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

我们

����一 ����年研究 的整薯短壮芽春播栽培

技术
，

比 冬播 增 户
二

一�����
，

�匕春播增 �资

���
，一

旱成熟 �一 巧 天
，

黑胫病减低 �
�

�� 一

�
�

��
，

在八仙 区大而积推�” 增产显著
，

可

是全地区未曾推�“
。

平地起垄栽培比平作增

产 巧� 一 ���
，

也待推广之中
。

马铃薯荒

草现象极普遍
，

一般是锄一次出苗草
，

再不

锄草培上
，

常常是草荒
，

在草丛中收马铃

薯
。

种薯习惯于在土里挖窖贮藏
，

人为地升

高贮藏温度
，

导致病害发展加快退化
。

有虫

不治
，

有病不防
，

产量 卜降等
。

��� 综合分析

马铃薯茎尖脱病 �毒�繁范无病 �毒�

种薯生产
。

这是总结国内外经验
，

单纯走选

育新品种这条路户虽上不去而探索出来的另

一条路
。

因为没有抗多种病害的万能品种
，

马铃薯种的繁殖速度赶不上染病退代速度
，

一般是新品种大而积栽培之 日
�

也就是品种

寿终 正寝之�讨
，

国内外育成品种不少
，

但经

用的不多
，

就国内现用的 �� 多个品种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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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病生产
，

这是我国马铃薯种植而积居第

二位
，

单产第 �� 名之症结所在
。

茎尖培养

无病 �毒�薯保种繁殖
，

是国外马铃薯高产

国家普遍采用的先进技术
。

我国内蒙
、

黑龙

江
、

河北张家口地区
、

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

研究中心
，

都有大型生产的无病原种场
。

主

产马铃薯的省区有小型繁硫场
�

多数育种单

位在小搞
，

因为它既可除病
，

又可加速新品

种繁殖
。

我省榆林
、

汉中地区已开始规模生

产
，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生长点的生长速度快

于病毒的运行扩散速度
，

再加上分生组织的

细胞代谢旺盛
，

病毒在细胞内的增殡复制竞

争不过细胞
，

因此在植物生长点中
，

一般是

不带毒的原理
，

茎尖经过切断
，

培养成幼苗

以后
，

用抗血清或指示植物鉴定无毒
，

再切

断繁殖生产
�

高分子的病毒没有
，

单细胞和

宁细胞的细菌和真菌也就更人侵不 了
。

所

以
，

美 国加 里 福 尼 亚 大 学 植 物 系 教 授

�
�

���������指出
，

利用组织培养法还能从

植物 中去掉细菌
、

真菌
、

线虫和其它病原

体
，

试管培养切断了毒源
、

寄主
、

病毒媒介

�蚜虫�三为一体的侵染循环
�

试管苗繁殖

系数高万倍
，

可以加快繁殖解决品种混杂
、

染病问题
，

达到保种 口的
。

美国的
“

布尔班

克
”

达 ���年之久不衰
，

荷兰的
“

宾杰
” 、

日

本的
“

男爵
’

品种近百年不衰
，

就是长期使用

脱毒种薯而保持其生产力的
。

它比株选留种

秋 �夏�播种保种先进得多
，

因为它可以

脱去体内的病毒
。

经我们试种安薯 �� 号脱

毒种无病害
，

比末脱毒薯增产 ��� 一���

�包括细菌病害�
。

种薯脱去病毒后生育期延

长 �
、

�天
，

茎叶生长繁茂
，

耐疮薄力强
，

用肥量可减少
，

由于试管苗生产原种
，

薯小

能量大
，

每亩只用 �� 公斤
，

可节省种薯和

减少运输 �倍
，

便 于工厂化生产
、

集 中繁

殖
，

隔离病菌的浸染
，

把产虽再提高 ���一

���倍
，

从成本算
，

我所利用 已有设备
，

投资

����元
，

生产 �万苗
，

栽二分地投资 ���

元
，

收 �万个小薯
，

种 �亩地投次 ����元

加上人工及仪器设备折旧
，

句公斤一级原种

���元就足够了
，

总计开始的投资大些
，

但

从长远看收益是大的
。

须知
，

茎尖脱毒繁殖

是保种措施
。

不同品种的丰产性
、

适应性对

病毒的抗毒
、

耐毒
、

带毒种类不同
，

脱毒效

果大不一样
，

如汉中留坝马铃薯 良种场
，

选

择克新 �号脱毒
，

其产虽与未脱毒的安薯

��号相 比
，

效果很 不理想
。

根据 ����年汉

中地区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预试
，

宁强安薯

�� 号 比克新 �号脱毒薯增产 ��
�

��
，

南郑

县增产 ��
�

��
。

试验 说明不是任何 品种脱

毒都增产
，

必须是选择适宜当地生态类型的

丰产
、

抗病品种
，

在我区中高山区
，

还必须

是高抗晚疫病的品种
，

因为晚疫病主要靠空

气传染
，

脱毒效果不大
。

所以脱毒
，

选择的

品种一定要对路
，

还要有健全的良种繁育休

系
，

保证一级向一级运输原种
，

在原种场内

要彻底拔除地内残留的病株
、

杂株
。

打
‘

药防

虫传病
，

才能有 良好收益
。

� 解决途径

�
�

加快 良种脱毒苗的繁妓进度
，

对 已

进行脱毒繁筑的地江农科所
、

镇坪白家电站

马铃薯脱毒厂加大投资
，

完
�

善设备
，

充实技

术力虽
，

进行扩大繁爪生产
，

争取 ���� 年

完成 ��万瓶苗
，

使脱毒初见成效
。

允分利

用我仄 立体农业气候特点
，

农科所川道 仄存

季
、

秋季温度适宜马铃薯生长
，

在 旱存
、

秋

季栽苗
。

镇坪试验���
�

、

镇坪八匹 山温度低
、

湿度大
，

雨水多
，

苗易成活
，

在春末夏初及

夏末栽苗
，

并剪尖扦抽生产原种
。

川道春季

生产的原种运高山夏播
，

高山夏季生产的原

种运川道秋播
，

严格隔离
，

喷药防蚜
，

生产

一代原种
。

����年将一代原种交县级 良种

场繁殖
。

在栽 苗取得经验之后
，
����年生

产的瓶苗交有条件的县级 良种场繁殖
。

力争

在 �年之 内将 中高山种源汉换成无病 �毒�

良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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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

王 俊 明

�陕西省汉中地区农牧局�

蒋武轩 王值生

�陕西省留坝县马铃薯试验站�

马铃薯是秦岭
、

巴山山区人民的主要粮

食作物
。

为解决品种退化减产问题
，

我区从

����年引进脱毒种薯技术
，

筛选 出脱毒薯

良种克新 �号
，

克新 �号
，

对生长发育规律

和高产栽培技术进行 了探索
，

在 留坝
、

宁

强
、

镇巴
、

略阳等县大面积示范种植
，

取得

显著增产效果
。

累计
一

种植 �
�

�万亩
，

平均亩

增收鲜薯 ���
�

��公斤
，

增产 ��
�

��
�

留坝

县铁佛店乡柳树沟村罗方寿
、

姜窝子乡白家

店村潘贵林分别创 了亩产 ����
�

�公斤和

����公斤的高产纪录
。

脱毒种薯高产栽培

枝术的应用
，

为解决山区人民温饱
，

脱贫致

富找到有效新途径
�

总结其主要栽培技术如

下
。

� 适时早播

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号 良种播期弹性

较大
，

适期早播或冬播能利用种薯幼根生长

比幼茎快的特点和初春地温较高而稳定的优

势
，

形成发达根系
，

甚至先结小薯再出苗
，

充分利用早春光温资源
，

增加生育天数
，

为

丰产打下 良好基础
。

据试验调查
，

在密度
、

施肥
、

田管相�司条件下
，

�月 � 日
、

�月 ��

日播种
，

亩产分别为 � ���
�

�公斤和 � ���
�

�

公斤
，

比 �月 � 日播种亩产 ����
�

�公斤
，

增产 ��
�

��
、

�����
。

由此表明
，

我 区秦巴

山区脱毒克新 �号
、

克新 �号播期在 �月

�� 日前
，

此播期范围 内
，

先播丘陵浅山
，

再播中高山区
。

立春前冬播的要整薯深播
，

用圈粪掩种
，

增加覆土厚度达到 ��一�� 厘

米
，

严防冻害烂种
。

�
�

建立健全地
、

县
、

乡
、

村 四级 良

种繁育体系
�

建立相应的 良种繁育体系是

保证无病薯质量及顺利推广普及的关键所

在
。

地 区原种场设在高山试验站
，

各级 良

种场要设在海拔 ����米 以 上 的地 势好
、

交通方便的地方
。

地 区级原种场面积为全

区种植面积的 ���� �
，

即 �� 亩� 各县建立

二级 原 种 场
，

面 积 为 该 乡 种 植 而 积 的

�� � 村级建立四级原种场
，

而积为该村种

植而积的 ���
�

�
�

抓肥料建设
�

省渭河化肥厂未投产

以前有近 �年 内
，

想增施大量化肥难度较

大
，

可在马铃薯收获后及时播种油菜作绿

肥
，

在冷冻之前耕翻
。

玉米秆碎细堆沤肥
。

夏季采青沤肥
�

尽 叮能扩大安康化肥厂生

产
。

�
�

马铃薯承包 的地 区 实行 以种脱病

�毒�薯
，

和增施肥料为主 的综合栽培技

术
。

将整薯短壮芽春播或整薯播种
，

切刀消

毒
，

平地起垄栽培
，

增加锄草培土次数
，

防

治 �� 星瓢虫等技术组合在一起
，

进一步实

行规范化栽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