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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科 院作物所 �

我省马铃薯栽培面积约 ��� 万亩左右
，

居全国 首位
，
主要分布在边远地区

，
是山区

农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

由于它不但具有全面而 丰 富 的 营养价

值
，

而且在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内有较高的

生产率
。

同时植株矮小
，
生长期短

，

产量形

成速度快
，

可与其它作物间套种植
，

以充分

发挥土地
、

光能的潜力
。

因而
，

近年来随着

生产的发展
，

其单产量种植面 积 均 有 所上

升
，
但就我省的现状分析

，
生产 上仍有增产

潜力可挖
。

� 我省马铃薯生产现状

我省主要产区气候冷凉
，
雨量充沛

，
有

适宜干马铃薯生产发育的良好条件
。

但作为

一种高产作物
，
单产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

上 ����公斤左右�
，

和世界上一些主产国家

相比
，
差距很大

，

在荷兰
、

瑞士平均
一

单产

已达 ����公斤�亩
，

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平

均
一

单产为 ����一����公斤�亩
，
他们除具有

适宜于该地区栽培定型化的优 良品种
，

并制

定出一整套规范化的栽培技术外
，

同时还有

健全的良繁体系
。

种薯生产标准和严格的检

验制度
。

由于这些留种保种措施
，
有效地提

高了种薯质量
，

提高了单产水平
，

并延长 了

品种使用年限
，
有些品种

，

如美国的
“
布尔

班克
” 、

荷兰的
“
宾杰

”
甚至在生产上使用

百年而不衰
。

马铃薯是一种容易受多种病害侵袭的作

物
，
我省导致马铃薯严重减产的病害至少在

�种 以上
，
其中晚疫病

、

病毒病
、

青枯病以

及局部地区的癌肿病等等都严重的影响到产

量的提高
，

青枯病于近��年来 已发展成为生

产上严重影响产量的病害
。

晚疫病的危害
，

仍然是提高产量的一大障碍
，

此 病 发 病迅

速
，

且生产 上一般没 有采取防治措施
，
����

年春季
，

川西平原边沿 山 区
“
疫 不 加

”
品

种
，

估计损失���产量
，

川东今年发生也较

重
。

病毒病虽不及以上病害发展迅速
，
然而

其严重性在于它极易感染
，

常年发 生
，

日积

月累地影响了产量而不易引起人们注意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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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依本试验结果
，

陕北丘陵沟壑区旱梯 田

马铃薯的经济最佳 施 肥 量 为 �
�

始 公 斤 纯

氮�亩
� 最高施肥量为 ��

�

�� 公斤纯氮�亩 �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 一

单株结薯数
、

单株大于

��� 克重的块茎的币量
，
株高显著或极显著

的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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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已发现的病毒病已达 �种以上
，

其中重型

花叶病毒的减产可达���甚至���
，

在多种

病毒复合感染的情况下
，

减产更为严重
。

同时在我省马铃薯生产上
，

也普遍存在

着品种老化棍杂现象
，
部分市

、

县达��个以

上品种�
，
�区域种植

。

主栽品种 米 拉
、

疫 不

加
、

南仙塔等由于种植年代 已 久
，
各 种 病

害抗性水平逐渐减弱
。

其生产力 已 逐 渐 下

降
，

如不采取措施
，
已很难适应生产发展的

需要
。

面积约 �了万亩左右
。

“ �此一，了”
抗癌肿病

，
较 抗晚疫病近

年在凉山州有一定栽培面积
。

�
�

�

艺
�

�

建立以防病
、

治病为 中 心 的 良 繁 体

系
，
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 采用茎尖脱毒技术建立良繁体系

病毒是导致马铃薯退化 减 产 的 主要原

� 发展马铃薯生产的途径及其增

产措施

从我省马铃薯生产的现状不难看出
，
近

阶段发展我省马铃生产提高单产水平的主要

技术措施应是
， “

以良种为基础
，
以防病治

病为中心的留种保种措施
，

结合相应的配套

栽培技术
” 。

�
�

� 因地制宜地选用良种

目前生产上采用的米拉品种
，

在我省有

较长的栽培历史
，

迄至 目前
，

在西南山区的

云贵川仍占有一定栽培面积
，
它抗癌肿病

，

较抗晚疫病
。

特别在癌肿病区在没有新品种

更换情况 卜
，
采取留种保种措施将继续发挥

作用
，

但不足的是该品种茎秆较高
，

在间套

种植情况 卜
，

对产虽有一定影响
。

同时在高

山区产童受到一定限制
。

川芋��系��年代育成的具有早熟
、

产量

高
、

中杭晚疫病
，

高抗癌肿病
，

对重型花叶

病毒及普通花叶病毒
，

具有 田 间 抗 性
，

茎

矮
、

宜 于间套种植
�
休眠期短

，

宜于 山区半

‘�区 以及
“
�毛坝地区的春

、

秋两季栽培
，

近年

在我省成都市的彭县
、

都江堰市
，
阿坝州的

坟���
，
万 具地区的城 口

、

术 竹
，

以及涪陵市

等地 区试种推广
，

取得良好 的 增 产 增收效

益
，
其增产幅度一般在通��以上

。

口前栽培

因
，
口前除培育和选用抗病品种外

，
利用茎

尖脱毒仍是一项快速而有效的解决途径
，
受

病毒感染的植株经脱毒其产量比未脱毒的增

产大都在���以上
，
说明同一品种的种薯质

量好坏甚至大大超过品刊
�

间的增产作用
。

因

此
，

也不难理解欧洲一些主产国家为什么对

良繁工作如此重视
。

我省于 ��阳年着手开展这一技术工作
，

����一 ����年间发展较快
， ���，年在部分县

市不完全统计 已有艺�余万亩
。

使用该项技术
，

并获得显著增产
，

其中城 口县约为 �万亩
，

占

马铃薯播面���
，
汉川县 ��了通�亩占马铃薯

播面的 ��
�

��
，

其增产效益达到 ��
�

�� 以

上
。

这些地区大都建立了以脱毒种薯为原种

的三级留种体系
，
以及相应配套措施

，

在 目

前技术设备条件下
，

仍 以科研
一

单位繁殖脱毒

试管苗 �薯�为主
，
提供原种场作为超级原

种
。

再通过一级和二级 啄种基地扩大繁殖为

生产种
，

供大 田生产的种用薯
。

�
�

�
�

� 提高种薯质量

在未开展茎尖脱毒技术的地区建立良繁

乡和农户建立供 白己种植种薯的留种 田
，
使

商品薯和种用薯严格分开
，

采用整薯播种生

长期间选无病健株留种
、

拔除病劣株
，
清除

病毒源
，

及早收留种等一系列措施
，

建立留种

地
、

开展株高选种
、

早收留种等良繁技术
，

有效地提高种薯质量
，

是一项提高产量的重

要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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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栽培技术

我省马铃薯主产区多属贫困山区
，
栽培

粗放产量低下
，

近年来一些地区已有改进
，

并在生产上起到一定作用
，

但绝大部分地区

生产仍然十分落后
，
巫待加 以改进

。

�
�

�
�

� 继续推广带状间套垄作 的 适宜栽培

方式

目前生产上推广的带状套作
，

有利于发

挥土地
、

光能潜力
，

提高总体效益是近年来

生产进一步提高的重大栽培措施
。

一般采用

�尺左右开厢
，
对半开与玉米等间套的方式

种植为佳
。

目前推广的
“
川芋��

”
品种

，
植

株矮
、

成熟早
，
是适宜于间套作 较 好 的 品

种
。

�
�

�
�

� 推广整薯播种

利用小健整薯栽培
，
不仅可 以避免切刀

传病
，
而且能起到抗早保苗作用

，
现在生产

上的病害如青枯病
，
病毒病

，
都是可以通过

切刀传染
，
青枯病的危害则更为严重

，
同时

小薯的生理年龄处于幼龄时期
，

其种薯质量

高
，
出苗后

一

长势好
，
比同重量的切块薯比

，

能起到增产的作用
，
作种用的种薯一般以��

克左右
，
并且以健康无病虫害感染的健薯为

好
。

�
�

�
�

� 适当增施肥料

大面积上
，
施肥水平低

，
一般仅施一次

底肥
，
且质量较差

。

因此要求底肥重施有机

渣厩肥
，

增施磷钾肥
，
一般每亩 应 施 渣 肥

���������公斤以上
，
��一��公斤过磷肥

，

配合适量钾肥和春季艺���公斤左右人畜粪水

浸穴播种
，
在出苗整齐后

，
施 �次以氮肥为

主的促苗肥
，
有条件的地区

，

视 苗 生 长 情

况
，
于植株发棵期

，

即王茎功片叶左右展开

时
‘ ，

增施 �次结薯肥促进早结薯
、

多结薯
。

�
�

�
�

理 防治病虫害

晚疫病除抗病品种外应在帘年发病区以

药剂防治
。

发病时期坝区约在 �月上旬
，
山

区约在 �月中句左右
，

秋马铃薯的发病期当

年��月中旬左右
，
药剂以代森锌

、

瑞毒霉
、

瑞毒铜防治效果较好
。

青枯病是��年代开始发现近��年来 已迅

速发展成为南方主产区严重影响产量的主要

病害
，
由于它系种著及土壤传病

，
目前既无

有效药剂可 以防治
，

抗病育种国内尚未取得

进展
。

因此采用综合防治描施
，

仍是减轻危

害的一个重要手段
。

已经取得经验的是
�

结

合建立留种田
，
采用健薯

、

整薯播种
，
实行

轮作或带状轮作
，
生长期间拔除病株

，
采用

春对春的留种方式 �春季收获的种薯
、

留作

次年春播�这样连续数年即可取 得 明 显 效

果
。

我省主产区彭县采用春对春留种方式
，

结合拔病株
，
已经取得 良好效果

。

如果全面

贯彻 以上措施
，

当会取得防病增产的显著作

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