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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铃薯的栽培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刘东柱

河北农业技术师范学院�

马铃薯适应性强
、

产量高
、

用途广
，
是

世界禾谷类作物之外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

近年来
，
由于育种和集约化栽培技术的提

高
，
在马铃薯栽培巾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

发展趋势
。

� 播种面积适当减少
，

单产和总

产略有增加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
，
����年全

�步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为����
�

�万公顷
，
较

����年的����
�

�万公顷减少了��
�

�万公顷
。

每公顷单位面积的平均产量为�����公斤
，
较

����年的�����公斤增长了����公斤
。

总 �次

获量为�����
�

�万吨
，
较����年的�����

�

�万

吨增长了����
�

�万吨
。

播种面积增加幅度较

大的国家是法国
、

罗马尼亚
、 ‘
���鲜民主主义

人民生和国
、

荷兰和加拿大 � 播种面积减少

幅度较大的国家是苏联
、

波兰
、

民主德国
、

西班牙和南斯拉夫
。
����年

，
在马铃薯各主

要生产国家中
，
播种面积最大的是苏联

，

为

���万公顷
，
其次是中国

、

波兰
、

法国和美

国
，
分别为���

�

�
，
���

�

�
，
��

�

�和��
�

�万

公顷
。

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国家是荷

兰
，
为�����公斤

，
其次为英国

、

民主德

国
、

美国和 日本
，
分别为�����

，
�����

，

�����和�����公斤
。

每公顷单了之面 识产最最

低的国家是南斯拉夫
，
为����公斤

，

其次为

巴西
、

苏联
、

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
，
分别为�����

，
�����

，
�����和�����公

斤
。

总收获量最高的国家是苏联
，

为����万

吨
，
其次为中国

、

波兰
、

美国和法国
，
分别

为����
�

�
，
����

�

�
，
����和����万吨

。

据预

测
，
在今后��年内

，
世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

将呈基本稳定发展趋势
，
每公顷单位面积的

平均产量将随着集约化栽培技术的逐步完善

而得到大幅度提高
，
总收获量也可望达到一

个新的水平
。

� 确定育种方向
，

加强抗性优良

品系的选育

马铃薯育种
�

包括高产育种
、

品质育种和

抗性育种
。

高产育种 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

块茎产量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
荷兰每公顷的

块茎产量 已高达�
�

����万公斤
。

品质育种也

取得了可喜进展
，

提高块茎的蛋 白质
、

淀

粉和维生素含量在马铃薯育种中占有重要地

位
。

美国撼年由马铃薯中获得的蛋白质数量

仅次于大豆而居第二位
。

目前
，

美国育种

学家已育成了蛋白质含量为 �� ��的杂交

品种 � 丹麦新近培育的杂交品种的蛋白质含

箭高达���� 苏联已培育出一批淀粉含量为

��一���的舰
�

种和杂交种 � 英国维生素 �消

耗 位量的�
�

��来源于马铃薯 � 日本十分注

贡对增加块草维生素含量的研究
。

抗性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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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高产
、

稳定和 优质而受到了普遍重 视
，

目前
，
国外马铃薯的抗性育种方向是培育抗

旱
、

抗寒
、

抗热
、

抗病虫
、

抗机械损伤以及

适应性强的具有良好烹饪品质和适宜加工的

品种
。

近年来
，
美国已培育出���乡个抗性

优 良品种
，
每年约有��万株以上的材料供试

验筛选
。

民主德国新近登记往册的��多个马

铃薯新品种具有良好的抗性指数
。

荷兰每年

都有一批高抗性品种和杂交种问世
，
地上马

铃薯新品种也是荷兰最近研究成功的
。

波兰

十分注重对抗线虫病品种的研究工作
， �

昌个

抗瘤肿病新品种具有广阔钓推广价值
。

蒸国

已大面积推广栽培不久前育成的抗黄肇痛马

铃薯优良品种
。 �

� ，

一 �

据预测
，
在今后几年内

「

、 马聆薯帐良屏
种的育种手段将进一步向高度机械化和龟�腾
化方向发展

，

理想抗性品种的选育将转向娜
索复合杂交

、

远缘杂交
、

组织培养租基因工

程等手段的实际效益上
。

� 科学施肥
，

合理灌水
，

推广最

佳耕作制度

文献指出
，
马铃薯块茎产量的����牙�

依赖于施用有机
、

无机和其它营养物质获

得
，
每形成���公担块茎和相应数量的茎叶

需氮�����公斤
，
磷��公斤

，
钾������公

斤
。

若要获得�����公斤�公项的决茎产量可

耗氮��。 公斤
，

磷��公斤
，

钾���公斤
，

钙���公

斤
，
镁��公斤

。

苏联每公顷施用矢〔���公斤 、

磷

���公斤
、

钾��� 公斤的无机肥抖的块茎产量

可增加到�����公斤�公项
。

在增施无机肥料的同时
，
施肥 日期和方

法也有了很大改进
。

厩肥
、

磷肥和钾肥多在

秋天耕地时施入
，

氮肥多压春天施用或追

施
。

苏联认为
，
在灌溉条件下

，
分期施用氮

���公斤
、

磷���公斤
、

钾��� 公斤 �
一

匕秋天耕地

时一次性撒施的 映产 次早显著
�

�
�了

少部施用氛

��公斤
、

磷���公
一

斤
、

伸���公斤时块
“ 几
增产

幅度最少�
。
民主德日指出

，

注非灌溉条件

��
�

马铃薯施用氮��一���公斤�公顷为宜
，

而在灌溉条件 ��
，

方范氮���一���公斤�公顷

灼 �
一

几羊 产五辰高
。

波兰在厩肥 �别屯�公顷的基

汕土
，
万巨�

一

习氮��公斤
一 、

砂���公斤
、

钾��公斤获

得几
’

令人满意的 决书厂虽
。

据英国报道
，
施

用磷肥 称泣株 生长和块 吝产量 育重要影响
。

随灌�既水施用磷肥的效呆优于对 值株直接叶

面施磷
。

研究表明
，

播前土壤内有效磷的浓

度保持在����� 以上就能获得高额的块茎产

量
。

施用钾肥是决茎高产
、

优质的重要 因素

之一
，
既能提高蛋 白质

、

淀粉和维生素的含

量
，

又能改善块茎的烹饪品质
。

施用微量元素肥料对提高块茎户虽和品

质
，
对植株的生理生化过程有 良好影啊

。

苏

联施相镁肥和硼肥的块茎产量由���公担�公

馋撼高到令卯如公斤�公顷
，
还增加了块茎蛋

百质
、

淀粉和维生素的含量
。

苏格兰的试验

娜万施
一

肺酸锰。�公斤�公顷使块茎产量

提高子王脚
�了�

，
单个块茎平均重量由��一

功导克增加到 乳、 ��了克 。

美国用锰鳌合物

对植株进行根外追施
，
既提高了块茎产量

，

又减
夕

铎了病害的危害程度
。

联邓德国施用含

硼肥料�
�

�公斤�公顷的块茎产量增加了��的

公斤�公项
。

在所有栽植马铃薯的国家中
，
马铃薯栽

培的化学化 �化肥
、

农药和除草剂 �将呈稳

定发展趋势
。

随着集约化栽培伎术的逐步完

善和施肥方法的优化组仑
，

有可能获得����

公斤�公顷的块茎产二
。

灌水是获得高硕块茎产皿的重要措施
，

可增产���
。

美国灌溉块茎的
，了二
昆为���

�

�

公担�公顷
。

苏联灌溉块毯的产量已提高到

�����公斤�‘ 顷
。

研究表明
，

利用地下灌溉每

消耗��公斤水
�

丁获得
�

决茎产量�
�

��公斤
，
滴

灌为�� �公斤
，
沟灌为���公斤

，
以地下灌

溉的效呆为最好
。
民主德国认为

，

灌水量依品

种保待在阳�肋 人
’

�飞和���一了�。衰米为宜
，

既可
�

谱加地 蕊
�

� ，
又能提高水的刊用率

。

近年习
� ，

囚外广
‘

泛采用的是尤进的喷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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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
，
喷灌既有助于节水

、

保肥
，
又可防止土

壤冲刷和盐债化
。

为合理灌水和进一步提高

水的利用率
，

美国已利用电子计算机解出马

铃薯产量与蒸腾作���关系的方程式
�

以制订

出最佳灌水方案
。

苏联等国 也借助于�卜升
�

机

评价土壤的水分状况
，
预报灌水旦和灌水 卜�

期
。

据预测
，
电子计算机在农业上 卜刃

‘ 、
乏应

���今后必将得到迅速普及和推广
。

农业技术措施 �耕翻土地
、

适期种植
、

密度适宜
、

轮作倒茬和间套混种等 �是一

种提高马铃薯产量和改善块茎品质的重要 因

素
。

波兰认为
，
马铃薯的栽植深度以 �厘米

为宜
，
同时指出

，
栽植以前的土壤温度不能

低于 �� �℃ ，

种薯应在通风 良好的棚架上

春化 �一 �天
，

以催出长 �� �厘米的幼

芽
。

美国多在��厘米深的土壤温度不低于

�℃时栽植种薯 ，
栽植深度为 �一 �厘米

。

适期栽植与块茎产量有密切联系
。

波兰的试

验表明
，
播期由 �月�� 日延迟至 �月�� 日的

块茎单产降低了��
�

����
�

��
。

栽植密度也

对产量有影响
，

密度低的块茎产量明
「

显高于

密度大的
。

美国认为
，
������厘米大行距

栽植的优点在于既能提高播种
、

田间管理和

收获的劳动效率
，
又能防止土壤板结

。

可以

认为
，

科学施肥
、

合理灌水以及采用最佳耕

作制度有助于马铃薯块茎的稳产保收
。

� 病虫害和杂草的综合防治

文献指出
，

马铃薯病虫署和杂草给块茎

产量造成了巨大损失
，

可减产���
。

为此
，

各国都在积极探讨马铃薯病虫害和杂草的综

合防治措施
。

这些措施包括抗病抗虫育种
、

农业技术和生物防治
、

药剂防治
、

种子消毒

等
。

近年来
，
国外各国对抗病

、

抗虫的研究

已取得了可喜成就
，

培育出了一批高抗性优

良品种
，

并且在努力扩夕�其栽种面积
。

最近
，

荷兰育成了抗马铃薯晚疫病相不感线虫的新

品种
，
印度 已探索出一种生产无病种薯的新

方法
。

据报道
，

马铃著蚜虫是 马铃薯卷心病

称的主要媒介
，

它能使块茎降低���并改变

薯决形状
。

加拿大昆虫学家新近研制成功的

无公害除虫剂能有效地��与灭蚜虫
、

各种瞒类

和姑喻等害虫
。
以 色列的试验表明

，

白色具

仃避蚜作用
�

研制并 已推广使用的 一�种利用

采些生物有机物质制造的驱虫剂一一白色乳

剂具有显著的避蚜效果
。

农业技术防治主要

包括马铃薯与其它作物的间作套种
、

轮作倒

茬
、

土壤耕翻和精耕细作等
。

苏联认为
，
深

耕�����厘米
，
春李浅把 �次后松土��一

��厘米
，
既可提高块茎产员

，
又可减轻病虫

害程度
。

美国采用对根结线虫有抗性的首蓓

品种 与马铃薯轮作收到了良好的防治效果
。

据印度报道
，

采用缩短成熟至收获之间的间

隔时间可减轻块茎娥的危害程度
。

生物防治

就是利用 引进害虫天敌
、

调制各种害虫病原

菌微生物制剂进行防治
。

印度�一泛利用块茎

蛾信息素以进行诱杀和预测预报
。

此外
，
对

块茎蛾天敌也进行了深人研究
。
引进和驯化

了��种寄生性天敌
，
并采用季节性移殖的方

法保障这些天敌的寄生效果
，
每公顷释放由

南斯拉夫和美洲引进的天敌 �一 �万头
，

寄

生率可达������
。

药剂防治是国外 自前采

用的一种主要防治措施
。

美国于 �月
’

末至 �

月喷施 �次 ��的无机油乳剂使马铃薯病毒

病的发病率降低了��
�

��
。

苏联用 ��波尔

多液 �公斤�公顷
、

���锰锌合剂�
�

�一�
�

�

公斤�公顷
、

���铜锌合剂�
�

�公斤�公顷
、

���代森铜�
�

���
�

�公斤�公顷
、

���代森

联�
�

���
�

�公斤�公顷
、
���王铜�

�

���
�

�

公斤�公顷
，
且与尿素一起施用

，
能有效地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和叶斑病
。
民主德国对马

铃薯晚疫病
、

粉疮痴病以及褐斑病的防治

多用代森锰 �
�

���
�

�公斤�公顷或福美双拌

不中
。

微量元素不仅能提高块茎产量和品质
，

而 日
�

对马铃薯病害有良好地防治效果
。

法国

施用锰肥��公斤�公顷的无病块茎 由 ���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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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

联邦德国施硼肥�
�

�公斤�公顷
，

使感疮痴病的块茎数 量由���降低到���
。

奥地利认为
，

在高量石灰条件 ��
，

施用硼肥

很有效
，

疮痴病块茎发病率 田 ����降低到

���
。

荷兰的试验表明
，

方泣用硼肥��公

斤�公顷的块茎疮痴病感病率山���减少到

���
，

施用铜肥的块茎感病率降低了���

���
，

灌水也能抑制疮骊病的发育
。

苏联认

为
，
于块茎形成前和形成期间灌水使疮痴病

感病率降低了���以上
。

目前
，
对于杂草的防治仍以施用效果显

著的除草剂为主
，

同刑
，

还加强了对新型天草

方法和制剂的研究
。

近年米
，
关国已研究出

一种细菌灭草方法
，
激光除草剂也是美国最

近发明的
。

这种除草剂是一种 借助于 日光能

消灭多种杂草而不伤否作物的物质
。

苏联用

超高频辐射
、

超声波声荡和静电场作用等

消灭 田间杂草效果显著
，
灭草率可达���

���
。

日本研制的生物除草剂已开始推广使

用
。

化学除草是防治杂草危害的主要措施
，

适时施用除草剂可使杂草 死亡 率达 ��� 以

上
。

英国认为
，
施用赛克嗓对马铃薯田间

阔叶杂草和多生禾谷类杂草有良好的防治效

果
。

苏联施用朴草净 �公斤�公顷的除草效

果十分显著
。

美国于播种前用茅草枯钠盐或

出苗前用
·

杂草锁�
�

�州�
� ‘公斤�公顷

， ‘

出苗

后用烯草安和氟乐灵等防除田伺杂章能收到

���

令人满意地结果
。

据预测
，

今后杂草的研究

重点是注意外侵杂草的繁殖
，

防治水生杂草

的蔓延
，
以及探索新的杂草防治方法

。

易冬草

防治的发展趋势是耕作栽堵学与化学除
一

草相

结合
，
研究防治杂草门报住�付间和抬标要求

以及除草剂的最优使用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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