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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农村贮藏马铃薯的经验

陈 久 平

����西省岚县农业局 �������

岚县农村长年把马铃薯当作主要粮食和

蔬菜
，

一般农户都要把马铃薯从头年 �� 月

份收获贮藏到第 �年 �月份
，

接上新薯
，

贮

藏期可长达 �� 一 �� 个月
。

他们的主要贮藏

力
、

法总结如下
�

� 贮藏方式

岚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
，

全年平均气

温 ���℃ ，

黄土覆盖较厚
，

土质紧密
、

所以

适合于挖土窖
。

一般土窖要挖 �一 �米深的

直简
，

然后再挖 �一 �米深
、

�一 �
�

�米高的

侧窖
，

在侧窖中存人马铃薯
。

� 薯窖清除
、

和灭菌消毒
�

�

在薯块人窖前一个月
�

打开窖 口
，

让通风晾窖
，

减少窖内湿度
，

使薯窖干燥
。

�
�

将窖内存薯期间残 留的病薯
、

烂芽

以及杂土等清扫干净
、

清出窖外
。

�
�

连续存放 �年以上的薯窖或存薯期

间病烂严重的薯窖都进行剥皮清土
。

用锄或

铲将窖内四周墙壁上的旧土剥 �厘米厚
，

将

所剥的窖土全部清出窖外
。

�
�

如果窖体不是土的
，

全部用砖石筑

砌的薯窖用生石灰水进行刷或喷
，

将窖内四

周刷洗一遍
。

�
�

存贮量大的地方
，

薯块入窖前一两

天用百菌清进行喷雾或百菌清烟雾剂进行熏

蒸
。

用百菌清处理后的窖�
一

�要密封
，

待薯块

人窖时才可开 ���
。

� 薯块入窖
�

�

摊开晾晒 收获的马铃薯在 田间晾

晒
，

在烈 日下晒 �天
，

把泥土晒干 白然脱

落
，

达到表皮干燥为 目的
。

�
�

严格挑选 人窖前全部进行严格挑

先选
，

把病烂薯和有严重创伤的薯块以及畸

形薯
、

不能食用的小薯全部剔除
，

作为饲用

或深加工
，

把健康无病的大薯存人窖中
。

�
�

拣净草蔓 将 田间拉运时带回的各

种野草
，

野菜及薯蔓全部清除掉
，

要使窖内

招洁清净
，

除马铃薯块茎外任何幼嫩容易腐

烂的植物都不能带人窖中
。

�
�

轻装轻放 人窖时薯块不能装满筐

从窖 口直接往下倒
，

要慢慢地将筐 吊人窖

中
，

再轻轻倒在堆上
，

新挖的块茎幼嫩
、

皮

薄
，

直接倒人
，

容易摔坏
，

使薯块断裂
，

薯

肉创伤或薯皮开裂
，

使细菌从伤 口仪人
。

�
�

容量适 中 人窖以后摊开
，

不要堆

满窖洞
，

使空气难以流通
，

这样会使薯块呼

吸旺盛
，

产生大里的热
，

把薯块闷烂
。

一般

根 据 窖洞 的大 小衡 量
，

存放 窖洞贮 量 的

���就
「
�以了

、

不能过量堆放
。

� 贮藏期间的管理

食用马铃薯贮藏期间最怕风吹用旧 晒
，

如果窖内封闭不严
，

窖 口进风虽大
，

甚至窖

内能直射人 日光
，

对食用马铃薯极为不利
，

很快都会变绿
、

变麻
，

影响食用
，

甚至食用

后会中毒
，

同��寸严格注意贮藏期间的冻害和

发热烂窖
，

在马铃薯人窖后要分为 �个阶段

经常进行检查管理
。

�
�

贮藏初期 ��一 �� 月
，

马铃薯人

窖后正处在后熟期
，

呼吸旺盛
，

分解出较多

的二氧化碳
、

水分和热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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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减少到 �� 个
，

参试人员越来越少
�

科研单位一般都实行科研经费包干
，

专款专

用
，

在科研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

区试工作一

直是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
，

致使试验质量

无法提高
�

代表们认为
，

为了解决好上述问

题
，

希望上级领导部门积极争取经费
，

以保

证试验队伍的稳定和试验条件的改善
，

以期

提高区域试验的质量
�

�
�

与会代表通过讨论一致认为
，

全国

品种区域试验
，

是省级审定推广品种跨省推

广
，

扩大试验适应范围
，

使之更好地转化为

生产力的重要环节
，

也是国家级品种审定的

重要依据
，

为此应坚决执行已定的全国马铃

薯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办法
，

各大区主

持单位
，

对新参试品种必需严格把关
，

坚持

参试品种条件
，

坚决执行试验标准
，

使区域

试验更加规范化
。

�
�

与会代表还建议将原来的分片试验

改称分区试验
，

这次会议南方主持单位没有

到会
，

参加单位也较少
，

建议南方片的负责

单位积极与下轮主持
一

单位联系
，

确定第五轮

的区试工作
。

�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全国马铃薯区域

试验是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中间试

验
，

建议农业部对全国区试应单独立项
，

拨

给试验经费
，

这是解决经费来源的重要途

径
�

最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这次会议开得

圆满成功
，

对郑州市政府
、

郑州市蔬菜所给

予的大力支持
，

表示衷心感谢
�

全国马铃薯区域试验第四轮总结会议

����年 �月 �日于郑州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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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时容易出现高温
，

且湿度较大
。

这一

阶段的管理工作
，

应以降温散热
、

通风换气

为主
，

窖 口和通风孔要 白天打开或昼闭夜

开
，

尽量做到散热降温
。

�
�

贮藏中期 �� 月至翌年 �月
，

正

是气温处于严寒低温季节
，

外界气温很低
，

土壤热量己基本散发完毕
，

薯块已进人完全

休眠状态
，

呼吸微弱
，

散热量极小
，

易受冻

害
，

特别是立春左右
，

气温虽有所回升
，

土

温仍然继续下降
，

窖温低而不稳
，

如不慎

重
，

最易受冻
，

这一阶段主要是防冻保温
，

要定期检查窖温
，

封严窖口和气孔
，

�
�

贮 藏末期 �一 �月 份
，

大地 回

春
，

窖温升高
，

薯块渡过休眠期
，

开始萌

芽
，

食用马铃薯这一阶段仍要保持窖内低

温
，

不要 经常揭窖 日
，

以免薯芽
一

早
一

旱萌

动
、

消耗养分
，

使马铃薯失水变软
、

变褐

而失去食用价值
。

� 进入夏季的贮藏管理

马铃薯进人夏季仍然是这里农村的主要

疏菜
，

所以必须加强管理
、

谨防大量生芽和

腐烂
，

这时必须抓好三项工作 �

�
�

要经常及时册芽 一经发现有薯块

萌动
，

就要及时将芽册掉
，

首先册顶芽
，

然

后根据出芽的顺序
，

将侧芽
、

辅芽都要及时

册掉
，

千万不可让薯芽大量生长
，

呼吸旺

盛
，

造成窖内缺氧
。

�
�

要勤翻窖 薯块渡过休眠期后
，

随

着 窖温升高
，

尤其底层 的薯块容易早早萌

动
，

所以要及时进行翻薯
，

翻乱层次
，

这样

会减少出芽
。

�
�

及时翻拣烂薯 将窖内由于存放期

间的各种病害感染的烂薯及时拣出窖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