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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马铃薯科技事业

的发展与取得的主要成就

滕 宗 王番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年来
，
我国马铃薯科技事业有了很大

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我国��世纪��年

代中期即抗战前
，
全国栽培马铃薯的面积只

有�� 。多万亩
，
总产量为��亿公斤左右

，
单产

水平为�了�公斤左右
。

新中国成立后
，
马铃薯

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
����年全国马铃薯播

种面积为 ����万亩
，
鲜薯总产量为��亿公

斤
，
平均亩产为���公斤

，
当时东北和华北

地区发展较快
。
����年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

达����万亩
，
鲜薯总产量为���公斤

，
单产

为���公斤
。

��年代中期以后
，
西南地区和

中原二作区发展较快
， �牙��年面积达母�砧万

亩
，
总产为邪�亿公斤

，
平均亩产为��。公

、

斤
。
���。年开始

，
各地调整农作物布局

，
主

产区四川
、

内掌古
、

黑龙江
、
荡北等省

、

区
�

的播种面积有所下降
，
非生产区的山东

、

河

南
、

江苏等省面积有所上升
，
全国马铃薯种

植面祖趋于稳定发展状态
。

����年全国��个

省区的统计面积为����
�

�万亩
，
总产为���

亿公斤
，

单产为���公斤
，
与����年比较

，
面积

扩大了��
�

��
，
总产提高�

�

��倍
，
单产提高

了��
�

��
。
近年来

，

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居

世界第 �位
，

鲜薯总产量列世界第 �位
。

从

以上事实看出
�

无论是面积的发展
，

抑或单

矛

产与总产的提高
，
可以肯定除了党的政策作

用以外
，
是科学技术起了重要作用

。

� 我国马铃薯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解放前的旧中国
，
马铃薯的科学研究

非常薄弱
， ����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立了

中央农业实验所
，
该所子����年起开展了马

铃薯科研工作
，
当时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与陕

西
、
河北两省有关单位协作进行一些地方品

种的检定和引种鉴定工作
。
���������年

，

四川
、

贵州和陕西省的农业科研机构中相继

有人开展马铃薯品种试验和一些播期
、

密

度
、

种薯处理等内容的栽培技术试验
。
����

�����年的��年间
，
在全国范围内先后从事

马铃薯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共约��余人
，
在

同一年度从事马铃薯研究的人数最多不超过

��人
，
最少时仅有 �� �人

。

当时是分散在

不同省区不同单位工作
，
彼此间在课题研究

上没有统一的整体安排
。

新中国成立后
，
于��年代先后开展马铃

薯研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农业院校共��处
，

从事马铃薯 育种
、

栽培
、

植保及防止退化等

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共��人
。

当时多以大区

� 本经李景华教授审阅
，

谨致谢忱
。



马铃薯杂志
，

第�卷
，

第�期
，
����

农科所或以省为单位协调部署 研 究 任 务
。

����年
，

黑江龙省根根中央农业部的意见在

克山成立了黑龙江省马铃薯研究所
，

将公主

岭东北地区农科所从事马铃薯的科研人员及

试验材料全部并往克山
。
����年

，

该所改名为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
当时又

将位于哈尔滨的省农科院马铃薯组人员和试

验材料迁并于克山
。

��年代初
，
克山马铃薯

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按国家科

委和农业部下达的 《 ����一����年科技发展
规划�农业�》 中的任务主持了全国的科研协

作
。

这时全国各地从事马铃薯的科技队伍有

较大发展
。

但到����年以后
，

由于
“ 一

卜年动

乱
” ，

国家的农业十年科技发展规划未能执

行下去
，
全国的马铃薯科研协作也被破坏

了
。

打倒
“ 四人帮

” 以后
，
����年国务院召

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
在全国又出现了科学的

春天
。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全国马铃薯的科技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

据

����年�月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马铃薯科研工

作会议上统计
，
目前 全 国有 �个专业研究

所 �中心�
，
即黑龙江省农科院克山马铃薯

研究所
、

内蒙古农牧科学院马铃薯小作物研

究所
、

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和辽宁

省本溪市马铃薯研究所
。

在全国��个省
、

市
、

区内共有��个科研单位和内蒙大学
、

山

东农业大学
、

东北农学院
、

内蒙农牧学院

等 �� 个院校设有马铃薯研究室 �组� 开展

马铃薯的研究工作
。

科研单位与农业院校共

有���人从事马铃薯的研究工作
。

在���人 当

中
，
有���人从事育种

，
占总数的��

�

����

有了�人从事良种繁育的研究
，

占��
�

����

有红人从事栽培与生理研究
，

占��
�

����

有��人从事植保研究
，

占�
�

���� 有��人从

事生物技术研究
，

占�
�

���� 有��人从事

品种资源的研究
，
占�

�

���� 还有 �人从事

加工及科研管理
，

占�
�

���
。

目前
，

这支队

伍是 旧中国最高年度人数的��倍
，

是��年代

的�
�

�倍
。

此外
，
还有一支从事马铃薯技术推广的

队伍
。

据����年�月份统计
，
全国共有���

人
。

他们与科研部门有力配合
，
使科研成果

转变为生产力
，
推动了生产的不断发展

。

中

国种子公司为加强种薯生产基地建设
，
分别

在黑龙江省嫩江
、

内蒙古
、

乌兰察布盟和湖

北省鄂西州太山庙投资建成了 �个国家级的

马铃薯原种繁殖场
，
采用组织培养茎尖脱毒

技术繁殖原种
，
推动了主产省区良繁体系的

建成
，
有效地防止了马铃薯种薯的退化

。

我国马铃薯的科学研究工作自��年代开

始
，
就紧密地面向生产服务

，
强调理论联系

实际
，
以应用研究为主和相应地开展基础研

究
，

走一条试验
、

示范
、

推广相结合的路

子
。

��年代初
，

各地开展马铃薯的研究工作

多由大区农科所负责组织协作
，
����年中国

农科院在北京正式成立
，
对全国科研起业务

指导与协调作用
。

当时
，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

设有薯类研究室
，

对全国马铃薯的科学研究

起到了业务指导与综合协调作用
。
����年

，

该薯类研究室撤消
，
农业部和中国农科院责

成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组织全国的

马铃薯科研协作
。
国家科委和农业部颁发的

《 ����一����年农业 科技 发 展规划 》 中 马
铃薯科研项 目全部委托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

薯研究所主持
，
有的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或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联合主持
。

全国马铃

薯的科研协作正在方兴未艾
，
不断深入研

究
，
即将陆续出成果的时侯

，
����年

“
文化

大革命
’夕
开始了

，
使马铃薯科研工作与其它

各条战线一样
，
整整地荒废了十年

。

自����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
，
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全国马铃薯科研工

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

����年 �

月
，
国家科委和农牧渔业部在北京香山举行

了马铃薯育种和良种繁育技术重点课题攻关

论证会
，

通过论证
，

把全国有条件的单位组织

起来进行����一����年 �即 �
六五

”
期间�

的和����一����年 �即 “ 七五
，，
期间�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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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使马铃薯育种和 良种繁育技术的研究更

加有效地解决生产上存在的问题
，
把科研工

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

����年 �月
，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

委员会在哈尔滨正式成立
。

从此
，
全国马铃

薯科技人员有了自己的专业学会组织
。

专业

委员会根根中国作物学会的意见将原内蒙古

办的 《 马铃薯 �刊物和黑龙江办的 喊马铃薯

科学 》 刊物 ，
合并改为 《 马铃薯杂志 》 ，

作

为会刊于����年 �月正式创刊
，

国内公开发

行
，
从而使全国马铃薯科技人员有了学术交

流园地
，
也使广大薯农和热爱马铃薯事业的

同志获得经验与信息
，

促进马铃薯的生产与

事业的发展
。

自����年以来
，
国际交往 日益频繁

，

马铃薯专业科技人员先后有��余人次出国访

问
、

学术交流和开展合作研究
。

特别是����

年 �月在昆明举行了亚洲第二届学术年会
，

有��个国家的��多位马铃薯学者来我国参加

亚洲学术年会
，
和我国马铃薯科学家集聚一

堂
，

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宣读论文
，
它标志

着我国马铃薯科技事业的发展已 进 入 国 际

行列
。

我国有些技术成就如马铃薯与其它作

物的间套作栽培技术
、

马铃薯实生种子与实

生薯的利用及其在西南山区得到了大面积推

广等
，
均被公认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
是值得

我们欣慰而自豪的
。

� 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

��年来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
，
我国马铃薯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
。

�
�

� 对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的研究

取得了较大进展

据统计
，
目前我国保存的种质资源除本

国的以外
，
尚有来 自丹麦

、

加拿大
、

危地马

拉
、

印度
、

阿根廷
、

罗马尼亚
、

波兰
、

英

国
、

国际马铃薯中心
、

美国
、

玻利维亚
、

荷

兰
、

哥伦比亚
、

秘鲁
、

联邦德国等��多个国

家的种质资源材料
，
进一步地丰富了马铃薯

育种基 因库
。

根据农业部����年召开的全国

农作物品种资源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农科院

�品字���� 文件的要求
，
由黑龙江省农科

院马铃薯研究所负责组织全国有关马铃薯科

技人员
，
于����年完成了全国马铃薯品种 资

源的整理与编 目工作
。

经整理纳入编 目的有

我国自己育成的品种��个 犷 优良品种 �品

系�材料���份 ， 引进品种 �品系�材料���

份 � 近缘栽培种和野生种��份
，
对同种异

名和同名异种材料作了归并
，
对植物学特

征和生物学特性共��项鉴定结果列表作了介

绍
。

这项整理与编目的成果于���了年获农业

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

我国目前种质资源的保存方法
，
已普遍

地采用组织培养试管保存技术
，

有效地防止

了各种病害的侵染
，
为育种提供了优质无病

的亲本材料
。
在研究利用方面

，
采用轮回

选择方法
，
已自南美短 日型的安替斯山种

��
�

�立�������
，
选育出一些短 日型的新型

栽培种���� ������ ����的无性系
，
具有

更好的丰产性和抗青枯病特性
，

丰富了杂交

育种的基因库
。

对近缘二倍体栽培种 ��� �

���富利亚薯 ��
�

��� ����� 的利用也取得

了较好的进展
，
除将它用于充作早熟

、

休眠

期缩的育种亲本材料外
，
还利用它具有的能

诱发弧雌生殖的隐性基 因充作
“
授粉者

”
诱

发四倍体栽培种产生双单体获得了成功
。

东

北农学院育成的�����和�����
“
授粉者

”

已应用于 �� 配子弧雌生殖的育种工作
，
这

是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突破性成就
。

�
�

� 马铃薯育种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建国��年来
，

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的成

扰是 比较突出的
。

它所经历的途径
，

是从国内

外引种鉴定加快应用于生产开始并同时积极

地开展了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
。

因而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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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地不断地出品种
，
解决了生产上对品种

的迫切要求
。

建国初期
，
我国各地栽培的品

种比较单一
，
当时各地的品种情况是

�

东北

为
“
男爵

” 和
“
红土豆

” ， 河北
、

山东一带

是
“ 大名红

” 和 “
男爵

” � 山西和内蒙多为
“
五台白

”
和

“
里外黄

” � 西北地区是
“
深

眼窝” 和 “
牛头

” � 西南地区是
“
巫峡

”
和

“
小叶子

” � 广东栽培的有
“ 兰花

”
等

。

这

些品种虽有一定的适应性
，
但有的不抗晚疫

病
，
有的易被病毒侵染而退化

，
产量不高不

稳
。

针对生产上品种存在的问题
，

各主产区

先后开展了国内外引种鉴定试验
。

��年代中

后期
，
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相继推广的品种有

引自四川的品系 ���一�� �亦称多籽白� 和

北京小黄山药 �即 ���一� 亦称小叶子� �

引自波兰的波友 �号 ������
，
译名疫不

加�和波兰 �号 ��，�����
，

译名疫畏它��

引自民主德国的德友 �号 �����
，

译名米

拉�和 白头翁 ����� ���� 等
。

这些品种

由于抗晚疫病和病毒病
，
产量高

，
不易退

化
，

在��年代推广后很快取代了原有品种
，

这是建国后我国在品种上的第一次更新
。

至

��年代
，
我国西南地区的原有品种也逐步被

高抗晚疫病的疫不加
、

米拉
、

阿奎拉等品种

所取代
。

这 �个品种迄今仍是西南云
、

贵
、

川及鄂西等省区的主要栽品种
，
总面积在

���万亩以上
。

这是我国通过国内外引种鉴

定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
。

自��年代中后期开始
，
全国各主产区相

继开展了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
，
到��年代的

中后期许多新品种陆续育成
。

至����年
，
全

国共育成新品种���余个
，

在生产上面积较

大的品种近��个
。

主要有
“
克新 �号

” 、 “
虎

头
” 、 “

乌盟 ���” 、 “
高原 �号

” 、 “
新

芋 �号
” 、 “

渭会 �号
” 、 “

一

晋薯 �号
” 、

“
呼薯 �号

” 、 “
围丰 �号

” 、 “
白丰

，，
等

中晚熟品种和
“
东农���

” 、 “
克新 � 号

” 、

“
郑薯 �号

” 、 “
泰山 �

一

号
” 、 “

双季 �号
”

等早熟品种
。

这些品种多具有杭病高产特

性
，
均比原有品种增产���以上

。

据农业部

全国种子总站统计
，
全国马铃薯良种面积占

���以土
。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所����年杂交
、

����年育成的
，’
克新 �号

” ，
���������年

参加全国国家级品种比较试验
，
产量居第 �

位
，
由于适应性强

，
许多省区大面积栽培均

表现增产
。
����年不完全统计

，
全国栽培面

积为 ���
�

��万亩
，
增产鲜薯 ��

�

��万吨
，

����年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年获国家

发明二等奖
。

河北省张家 口地区坝上农科 所 育 成 的
“ 虎头

” ，
也是推广面积较大的品种

，
����

年在河北
、

内蒙古
、

山西 �个省区的栽培面

积达���万亩
，

获得了农牧渔业部����年技

术改进一等奖和����年国家科学 进 步 三 等

奖
。

东北农学院����年育成的
“
东农���

”

极早熟品种
，
具有抗花叶病毒特性

，
品质

好
、

产量高
，
是对香港出 口的重要商品薯品

种
，
颇受辽宁

、

河北
、

山东
、

江苏
、

上海以

及广东诸省的欢迎
。
����年获国家科学进步

三等奖
。

�
�

� 利用实生种子生产种薯
、

商品薯及生

产茎尖脱毒薯技术的研究成就

马铃薯实生种子具有摒除自母体带的病

毒 ����� 类病毒除外�的作用
。

利用实生

种子及实生薯选用可以防止退化
。

至��年代

中期
，
实生种子与实生薯在内蒙古

、

四川
、

云南等省区有较广泛地应用
。

中共中央中发

〔 ���� 〕��号文件指出 � “
对马铃薯实生繁

殖
，
要因地制宜

，
积极推广

” 。

此项研究����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得到国际马铃薯研究

中心的高度重视
，
认为可在第三世界推广

。

��年代初
，
应用茎尖组织培养生产脱毒

种薯的研究开展起来了
，

至��年代
，
这项研

究在我国各地得到普遍应用
。

据����年统

计
，
已有��个省 �市

、 �

区�推�一了脱毒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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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
，
全匡�面积达���万亩

，
增产效果

在���左右
。

这项技术不仅能从块茎中排除

某些病毒 �����除外�
，

而 巨能杜绝块茎

中存在的真
、

细菌病害
。

目前
，
全国各地多

采用脱毒种薯与当地固有而行之有效的留种

方式相结合
，

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良种繁育制

度
。

�
�

� 马铃薯栽培技术方面的成就

切年来
，
我国马铃薯栽培研究工作

，
是

在不断总结群众经验的同时
，
从单一学科

、

单项措施的试验开始
，
逐步发展到多学科综

合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
，
并不断地揭示了提

高产量的 内在生理需求与外界环境条件的供

求规律
，
为提高马铃薯产量作出了许多贡

献
。

�吞年代
，
全国各地科研单位针对生产上

存在的问题
，
开展了播种期

、

种薯春化催芽

处理
，

药剂打破休眠期
、

密度和播法等一些

单项试验
，

解决了当时生产上存在的问题
。

��年代
，

在高产规律方面的研究有所深

入
，
转入以密度为中心的密度与施肥

、

群体

与个体
、

群体结构与光能利用等为主要内容

的多因子相互关系的研究
，
使栽培耻

有了

新的发展
。
��年代中后期

，
栽

�

培技术又有了

新的发展
，
如整薯栽墙技术

、
�

地膜舞盖促早

栽培在全国各地得到较广泛应用
，
中原二作

区和西南高寒山区马铃薯与其它作物的间作
·

栽培发展很快
。
����年

，一

余国马铃薯科研生产

经验交流会
，
对全国各地马铃薯与粮棉等作

物间套种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
它的好处是可

以促进耕作制的改革
，
增加复种指数

，
扩大

了马铃薯的面积而不单独占用土地
，
实现粮

�棉�薯双丰收
。

����年
，
在大连召开了马铃薯高产栽培

科研协作会议
，
着重总结了����年以来在高

产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和进展
，
重点讨论了

种薯与品种在高产栽培中的增产潜力
、

综合

高产栽培的科学指标
、

合理密植
、

地膜覆盖

的应用技术等四个问题
。

会上
，

高等院校及科

研单位的研究人员根据多年深入研究结果提

出了有关 《 马铃薯产量形成过程中源与库的

关系 》 、 《 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 势
、

《 马铃薯的高产形成与高产栽培 》
、 《 马铃

薯茎叶生长与产量形成》 、 《马铃薯几个高产

因素的分析 》 等学术研究报告 ，
标志我国马

铃薯栽培科学 有了 深入发展
，
并证明我国

栽培理论的研究是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
。

克山马铃薯研究等单位根据农业部的要

求
，
经多年实地考察和搜集大量资料

，
于

��韶年完成了我国马铃薯栽培区划的研究
，

依据全国不同区域所形成的栽培 类 型 为 基

础犷结合马铃薯生物学特性的要求
，
分析形

成不同栽作类型的气侯与地理条件
，
明确找

出不同栽培区域的自然分异规律和界线
，
将

全国划分为 �个栽培区
�

即北方一作区
、

中

原春秋二作区
、

南方冬春二作区和西南一
、

二季作垂直分布区
。

指出了各区发展马铃薯

的方向和为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新技术成果提

供了地理上的依据
。

此项研究成果获农业部
����年技术改进二等奖

。

��年来
，
我国 马铃薯科技事业蓬 勃发

展
，
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涌现并很好地应用于

生产
，
促进了生产的不断发展

。

总结过去
，

硕果累累� 展望未来
，
充满希望

。

让我们在

党的领导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鼓舞下
，

为

全国马铃薯科技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