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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米脂县四大作物之一
，
在粮食

生产及人民生活中起着举是轻重的作用
。

特

别是 ��了�年以来
，
马铃薯生产有 了 较 大 发

展
，

种值面积达��万亩
，
约 占全县粮田面积

的 ��
�

��
，

占粮食总产量的 ��
�

��
。

近年

来
，
由于多种原因

，
马铃薯生产受到影响

，

产量徘徊不前
。

本文根据米脂县发展马铃薯

生产的有利条件
�

及存在的问题
，
探讨发晨马

铃薯生产的途径及措施
。

� 发展马铃薯生产具有良好的自

然 条件和社会条件

�
�

� 自然条件

水是马铃薯生长发育过程中必不可少时

重要条件
，
在其生育期内约需水������ 。毫

米
，
但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不

同
。

一般苗期值株蒸腾量较小
，
具有较强的

抗旱力
，
需水相对较少� 现蕾

、

开花期地上

部生长旺盛
，
蒸腾作用强烈

，
需水量相对较

大
，
约 占全生育期总需水量的���以上

。

米

脂县大陆性气候显著
，
降水多集中在 �

’

� �

月份
。

据工��工�����年��年间降 水 资料 分

析
，
在马铃薯生长发育期平均降水 ���

�

�毫

米
，
约占全年降水的���

。

降水季节分配与

心 令令令令备令命令夺备令令命夺夺命夺夺命令命令令令令令命令令今令命令命伞伞令令令

的母本是晋薯 �号�
。

共计了年时间
，
加上初级试验

，
品系鉴定

，
予

�
�

采用多种方法提高选择效果 在晋 备试验等
，
育成一个品种至少要��年时间

。

我

薯 了号的选育过程巾
，
加强了病毒鉴定和区 们选育的晋薯 �号马铃 薯

，
只 用 了 �年 时

域适应性鉴定
。

病毒鉴定工作从鉴定开始
，

直 间
。

缩短育种年限的主要方法是
� ① 晋薯

到省区域结束
，

每年除在田问认真观察记载 �号在鉴定圃中产量居第 �位
，

其它性仕良

外
，
同时在室内进行指示植物和 抗 血 清 鉴 好

，
未经予试验

，
直接参加品系比较试验

。

定
。

区域适应性鉴定从品系比较一年后使选 ② 在第�年品比试验的同对
，

进行地区区域

择不同生态地区进行试验
，
然后再经过 �年 试俭

。

一方面了解在不同生态区域的表现
，

的省区域试验
， �年的生产示范

。

这样
，

经 同时为省区试俭主产了足够约种薯
。 ③ 省区

过严格的鉴定
，
为大而积推广提供了可靠的 试 �年各点表现良好

，
在第 �年省区试的同

依据
。

时
，

便开始了生产试验
，

省区试验结束
，

生
卜

缩短育种年限 山西省农作物品种 产试验也进行完毕
，
提供品种审定

。

审定委员会要求报审的品种必须参加 �年以
·
参加晋薯 �号选育的还有张维滓

、

戴万恒
，
杜珍

、

上品种比较试验
，
�年省区域

，
�年生产试验 康胜同志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马铃薯不同生育阶段对水分的需求相吻合
，

基本满足马铃薯各个生长发育阶段对水分的

需求
。

米脂县年平均气温 �
�

�
�

�
，
夏季基本

无酷热
，
秋季凉爽

。
� � �月份 平 均 气 温

��
�

�� ��
�

�
“
�

，
前期温度较高有利于茎叶生

长
， 后 明温度较低

，
加之昼夜温差大

，
对块

茎膨大及淀粉积累十分有利
。

全 年 矛霜 期

��� 天
，
基本满足巾晚熟品种对生育期的要

求
。

土壤 以黄绵土类为主
，

质地疏松
，
含钾

量较高
，
是生产马铃薯的良好土壤

。

�

� 社会条件

示范推广及栽培技术研究的科技队伍 � 建全

良种繁育
、

留种基地
。

良种生产除满足本县

需求外
，
每年还有部分种薯外调

。

使马铃薯的

种植面积从��年代的 � � �万亩发展到近��

万亩
，
单产也从 ��公斤提高 到 ��� 公斤 左

右
，
成为陕北有名的马铃薯生产县

。

随着粮

食问题的基本解决
，
有关部门对抓马铃薯生

产有所放松
。

过去的科技队伍
、

良种繁育
、

留种基地不复存在了
，

良种的引进
、

示范推

广工作很少有人过问
，
使��年代就推广的沙

杂��
，
在种植��余年后还没有理想的替代品

种
。

米脂县种植马铃薯具有较长的历史
，
解

放以后种植面积不断增加
，
产量不断提高

，

已积累了一定的种值
、

管理
、

初加工经验
。

全县已形成相当规模的马铃薯初级加土业
。

年精加工粗淀粉相当于鲜薯����万公斤
。

加

工业的发展
，
必将促进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

�
，
� 土地清薄缺乏养分投入

� 马铃薯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
�

飞 品种混杂
、

退化
、

感病

米脂县地处山区
，
交通不便

，
种薯调运

困难
。

多年来
，
生产用种薯主要靠农民自己

调换
。

由于缺乏质量保障
，
品 种 混

、

杂
、

退

化
，
感病比较严重

，
加之当地群众没有田间

选种
、

晚播留种
、

种薯与商品薯分贮 的 习

惯
，
年复一年

，
混杂

、

退化
，
感 病 日遣 严

贡
。

据����
、
����年调查

，
全县许多留块混

易�株率在��一���
，
各 种 病害爱生株率 达

飞�� �
，
普遍发生早死

，
约减产加坏

。

��年

代马铃薯在粮食总产中所占比例比其在粮田

面积中所 占比例平均高出�� ��
，
而进入

��年代以来
，
两者几乎相等

，
失去了马铃薯

的高产性
。

黄绵土是 该 县 的 主要土类
，

约占全县

的���左右
。

土壤结构疏松
，
保肥

、

供把

能力较差
，
加之坡地多

、

平地少
，
水 土 流

失严重
，
土壤养分含量低

，
氮磷俱缺

。

由于

马铃薯主要分布在坡地
，
很少得到有机肥

，

每年仅靠少量的豆科茬口及 ����� 公斤�亩

碳钱维持生产
，
土地越种越薄

。

�
。

� 加工层次较低
，
产品种类 少

，
销 路

不畅

全县每年约产鲜薯 �亿公斤
，
除留种及

食用外每年约有一半由各家各户进行祖淀粉

及粉条加工
。

由于加工规模小
，
出粉率低

，

缺乏精制
，
销路受到限制

。

每遇丰年就会发

生卖薯难
、

卖粉难
。

�
�

� 从事研究的科友力最块乏

��年代初期
，

迫于恨食缺短的压力
，
马

铃薯生产受到重视
，
县上组织了良种引进

、

� 发展马铃薯生产的途径和措施

�
�

� 积极引进凭良易种加速易种万 折唤

代

引进优良品种配以相适应的栽培管理技

术
，
以使产量大幅度提高

。

米脂县��年代推

广的紫皮马铃薯 代替了解放前的农家种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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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

离
、

体 杂 交

朱 世 峰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离体杂交在马铃薯遗传与育种的品种研 经验很多
。
����年

，

加拿大农业部新布省费德

究工作中已被广泛采用
。

应用离 体 杂 交 技 瑞克顿农业试验站的马铃薯离体杂交试验
，

术
，

对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育种的新方法
，
新途 杂交组合座果率很高

，
效果非常好

。

这个离

径
，
尤其是对困难组合的杂交及自然环境和 体杂交试验是在费德瑞克顿农业试验站办公

气侯条件不利于马铃薯的杂交或有困难的地 大誉的地下室进行的
，

场地和试验规模都很

区有着
一

于分重要的意义
。

目前
，
国内外成功的 大舀授粉稗朵约在功方个以上

，
比����年夏

令令令令令令伞令命奋命冷夺吞今夺译令备令令令今令令令今今令令令夺令今令令令令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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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提高到�� ���公斤， ��年代推广的大白

马铃薯使产量提高到�����公厅， ” 年作推
广的沙杂��洋芋使产 量 提 高 到 ��一��� 公

斤
。

历次品种更新都带来产量较大幅度的提

高
。

鉴于该县淀粉加工业的兴起
，
在品种引

进中既要排意引进高产
、

抗病
、

退化慢的食

用型品种
。
也要引进适于加土用的高淀粉型

品种
。

�
�

� 因地制遣稿好良种繁育和留种工 作
、
产 、

建立健全良种争育体系是延长良种使用

年限
、

为大田生产提供合格种薯 的 重 要 环

节
。

该县地处山区
，
交通不便

，
靠外地调种

施有机肥
。

同时应积极提倡草田轮作
，
增加

豆科作物面积
，
扩大宜科作物

、

马铃薯
、

谷

类作物的铃作倒茬面积
，
增加施肥

，
培肥地

力
， 一

做到以肥调水
，
提高水分利用率

，
嗒加

产量
。

�
�

适当压缩陡坡地面积
，
稳 定 缓 坡

地
，

梯田种植面积
。

推广以水平沟
、

垅沟为

主要措施的坡地
、

梯田种植方式
，
保 持 水

土
，
减少水土流失

，
提高抗旱力

。

推广以小整健薯播种
，
中耕培土追

肥等栽培技术措施
，
提高产量

。

不仅难以满足生产用机 投资大
，
该县

沟壑纵横
、

足生产用松砷眯资
大

， 、

天然隔离条件梦积狄季凉爽
，

建

立良种繁育基地

品种良秒黔

，
生产合粤臭移 势必加速

�
�

� 推广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
，
提渔产

邃

��

子拔敬往收集土肥为收集精肥
，
以精

肥上山
，

减少运输量
，
使坡地尽可能多的增

��� 发展加工业
，

提高马铃薯综合 利 用

能力

根据该县实际情况
，
应以开发初级产品

种类
、

突破精淀粉生产
、

开拓市场为重点
，

形

成产
、

加
、

销一条龙
，
实现马铃薯增值

。

同

时要在一家一户粗淀粉加工的基础上
，
大力

扶持
、

发展专业户
。

在资金
、

机械
、

信息
，

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优惠
，
改善生产条件

，

扩大生产规模
，

提高加工精度
，
为市场提供

高质量的原料或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