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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 国马铃薯生产 的战略思 想是
�

稳 定面积
，

提高单产水平
，
力求使总产量

的增长与国 氏经 济 日益增长的要求和满足食用
、

加工
、

发展畜枚业及出 口 创汇等需

要相适应
。

到本世纪末
，

马铃薯生产 面识稳 定在����万亩
，
单产达到����公斤

，
调

整马铃薯的用途比例
，
实现总产值翻 两番

。

基本战略措施是
‘
合理调整马铃薯生产布

局
，

有计划地发展生产 � 加强 种薯
、

商品薯及加工薯基地建设 ， 采取集约化栽培技

术措施 � 对生产上存在的关健性技术问题加强研完
，
组织攻关

。

在此基拙上
，
确立

了 �项促进 马铃薯科学技术发展 的课题
。

前 言
国内外马铃薯生产现状与

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我国的马铃薯科学研究工作

，

自��年代

以来
，

在各个历史时期
，

面向全国马铃薯生

产发展
，

做出了很大贡献
。

当前
，

全国农业

生产正处于 由自给半 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

经济发展
、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

历史性转折时期
。

为进一步发展我国马铃薯

资源优势
，

不 断提高产量水平
，
更好地向商

品经济转化
，

我们提出我国近期马铃薯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的设想
。

�一 国内外马铃薯生产现状与差距比

较

马铃薯是世界四大作物之一
，

在世界许

多国家的食物构成中占重要地位
。

栽培面积

最大的国家是苏联
、

常年栽培面积在 �亿亩

左右
，

单产水平不高
，

平均亩产 ���
�

公斤左

右
。

单产水平最高的国家是荷兰和瑞士
，

全

国平均亩产均在���。公斤左右
。

美国
、

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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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日本
、

西德等国 家 全 国 平 均 亩 产 在

���������公斤
。

我国的马铃薯生产面积
，

��年代是����

多万亩
，
亩产平均 ���

·

�公斤
。

到��年代栽

培面积增加到����万亩左右
，

居 世 界 第 �

位
，

亩产平均 ��� 公斤左右
，

与 �� 年 代 比

较
，

栽培而积增 加 近 ���
，

单 产 提 高 了

�卜 ��
。

不难看出
，

我国的马铃薯生产水平
一

与趁

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

也可说明
，

我国

马铃薯产量具有很大潜力
。

荷兰
、

瑞士
、

西德
、

美国
、

加拿大
、
口

本等 国家马铃薯产量水平高于我 国 的 原 因

是
�

具有适宜本国栽培定型化的优 良品种
�

根据品种特性实行区域化栽培
，
研究制定出

一整套规范化栽培管理技术 � 有健全的良种

繁育体系和种薯生产标准
，

并严格地实行检

验制度
� 施肥技术水平较高

，

书 政 列 因 品

种
、

土壤
、

所需块茎用途的不同合理施肥
，

亩施肥量较高
，

施肥种类齐全
，

生 育 期 实

行防虫与防病措施 � 田间作业种管收基本实

现机械化
。

这些措施
，
显示了集约化生产经

营方式的特点与优越性
。

尤其值得借鉴的是

对优良品种的保种措施
，
即通过株系选种

、

整薯栽培
、

割秧早收等一系列 良种 繁 育技

术
，

有效地延长了优良品种的使用年限
，
如

美国的布尔班克
、 一

若它丁
，

荷兰的宾杰
，
日

本的男爵和红丸等品种
，

都在生产上应用近

百年而不衰
。

其中
，

布尔班克 已在生产上应

用 ���年之久
，
当今仍是北美和西欧一些国

家的主栽品种
。

对优良品种使用时间越长
，

越 能 了 解 品种的特性
，

从而更加有效地发

挥品种增产的潜力
。

因此
，
许多发达国家重

视 良种繁育超过新品种选育
。

而将通过 良种

繁育生产的健康种薯普遍应用于生产作种
，

则是诸多措施中工省效宏的基本增产措施
。

我国马铃薯生产得以发展的原因杀
，

自

�。年代以来通过引种鉴定和杂交育种
，

推广

了一批较杭晚疫病和丰产性较高的品种
，
改

变了过去品种单一的状况
，

如��年代通过引

种鉴定推广的波友 �号 �������
、

德友 �号

��汀幻 等均具有抗晚疫病的特性
，

对 面

积的发展与产量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迄今
，

在我国西南地区云
、

贵
、

川诸省尚有

较大栽培面积
。

��年代后期以来通过杂交育

种途径育成推广的克新�号
、
�号

、

�号
、
�号

、

东农 ���
、

虎头
、

跃进
、

高原 �号
、
�号

、

晋薯

�号
、

�号
、

新芋 �号
、
�号

、

乌 盟 ���
、

呼

薯 �
一

号等近百个新品种
，

不仅在各省区发挥

了品种的增产作用
，

有些品种已广泛地在全

国各地成为主栽品种
，

发挥着增产作用 � 此

外
。

也在生产上推行了一定面积 的 留 种 技

术
、

盛薯栽培
、

合理密植
、

经济施肥以及近

年谁广的脱毒薯应用等
。

尽管有些优 良品种

和泪应的技术
，

但在生产上综合应用较差
，

缺乏因地制宜地规范化措施
，

未能实现高标

准的集约式栽培
，
因而使我国马铃薯的增产

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

�二� 国内外马铃薯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马铃薯已成为当代农业和生物学方面带

头学科取材的重要作物之一
，

从分子水平
�

七

已明确马铃薯 ���� 是由 ���个核
‘

试 酸 组

成 � 应用马铃蕃和番茄为试材开展细胞融合

灼研究 成功地创造了新的物 种
，

上 结 番

茄
，

下结马铃薯
。

而就马铃薯本身农业科学

技术的发晨来讲
，

近年来也是很快的
。

在各

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是
�

马铃薯种质资抓约研究重点在许多发达

国家已不是大量的搜集
、

保存
，

这个历史任

务 已经完成
。

现在已转移到对遗传基因的评

价和利用
。

为了扩大基因范围在育种上得到

利用
， 一

卜分重视马铃薯近缘栽培种的利用
，
已

用二涪体 万
�

�瓜
�。
�� 与普通栽培种杂交诱发

孤雄生友产生双单体
� 对四倍体近缘栽培冲

万
�

���匆
。 。 � 采取轮回选择的改 良措 施

，
己

将这个具有抗多种病害特性和丰产性的迈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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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培种由在南美形成约短 日性改 变 为 长 日

生
。

马铃薯品种选育目标的确立是恨据市场

发展需要
�

培育介荞价值高
、

加工性龙好
、

伉病虫和适应住，‘ 心品种
。

培 育食味更加理

想
、

速冻脱水后味道稳定约品种 而且为使

鲜薯满足市场与加工需要 也十分重视块茎

学状与表
一

艾光滑度 的 选 择
。

主 发 展 中 国

家
，

重视刊用马铃薯实全种予进行生产的研

充
。

马铃薯病毒及真细 菌病言的研究
，
除涪

方高抗与免疫品种外
，

多研究其综合防治技

术和快速的诊断鉴定技术
、

单克隆探针技术
、

晦联孚�校鉴定技术
，
已取得很好的研究进展

与应用
，

对马铃薯花叶病毒和类霜毒 ����

开展强弱系的分高
，

并研究其交互免座的效

果
。

在马铃薯栽培技术方面
，

着重研究降低

咭乙产成本时戏培措施
，

研究优质马铃薯的生

产技术
。

如提高干物质
、

降低还巨梅勺栽培

与施肥技 �六 研充促迸成熟积减 心 祝 械 收

次
、

贮藏和运谕中损伤的更有效万法
。

在加工方而研制浓端的
、

适于发达和发

展中国家需要的高营养制品
，

以适应出 口的

需要
� 研究用加工过程甲 的废料生产

一

食品
、

词料
、

副产品或作其他用途及其 生 产 成 本

低
、

效率高的方法 � 研究促进种薯出 口的措

施
，

特别着重研究消除存在的贸 易 障 碍 问

题
。

马铃薯生产发展的目标

及其战略措施

叔据找国马铃薯生产实际情况 总结建

国以米马铃薯生产发是灼总趋势是
�

总产量

扔栽培面积比建国初期增长与扩大了 �
·

�和

。 �

�倍
，

但长期处于
一

单产不高的局面
。

从 联

合国粮农组织 ����� ����年发丧约 数字

可以看出
�

我国马铃薯平均单产水平低于全

世界的平均单产水平
�

与苏联的单产水平相

近似
，

仅及荷兰单产水 平的三分之一
。

对这

种状况必须采取有效的战略措施
，

加以迅速

改变
。

我们认为
，
我国发展马铃鲁生产约战

略思想应该是
�

稳定面积
，

提高 单产水平
�

力求总产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 日益增长的要

求和满足食用
、

加工
、

发展畜牧业及出汁创汇

等需要相适应
。

稳定面积的目的在于不与粮

争地
，

常年保持在现有的播种面积即����万

亩左右
。

提高单产水平
厂，
有很大潜力可挖

，

至

�。 。 。年达到中等产量国家的水平
，

实现亩产

���。公斤是完全可能的
，
这就要采取有效的

措施
。

初步设想
，
到本世纪末

，
马铃薯生产发

展的面积稳定在如如万亩左右
，

单产和总产

的具体目标设想如 �招 页表
。

今后
，

在褥高单产水平
、

总产量不 断增
一

长的情况下
，

马铃薯的用途比例需随之加以

调整
，
全国人民食用斡鲜薯和种用量不会有

更大的变化
，

西产晶将主要用于加工
、

出 口

和饲 用
。 �

谈铡到 羚驹 年 食 用 比 例 可 占

��
·

“蛛 种用比率可占
“�

·

’ �
，

加工比例可

占�
，

��， 斑口及饵用可占 ��
�

��
。
�，��年

以后到
「

冬妙
。 年食尽比例则下降到占总 产 量

���
，

种用占���
，

饲用占���
，
出 口与加

工可占�或�
， ’

至����年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

下
，

单产水平实现 ����公斤 �折 粮 ���公

斤�
，
总产达���亿公斤时

，

鲜薯的产值 可增

收 打 亿元以上
、

如把增收的全部鲜薯 用 于

加工
，

可实现总产值翻两番
，
达 �� 亿 元 以

、

上
。

为了改变单产不高的局面
�

应采取如下

的基本故略措施
�

�
‘

合理调整生产布局
，

有计划地 发 展

生产
。
今后北方一作区要以提高

�

单产水平为

主
，
不再扩大面积

，

将以商品薯和神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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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马 铃 薯 生 产 发 展 设 想 预 测

现 在 基 础
�����年�

����年 ����年 ����年

积 �万 亩�

产 �公斤�亩�

产 �亿公斤�

，
���

���

为主
，

发展商品薯和种薯向南方省区与国外

销售
，
相应地开展加工和发展畜牧业充作原

料和饲料 � 中原二作区
，

应以间套复种为主
，

实行与粮棉间作
，

充分利用土地
，

提高单产

水平
，

组织商品薯于每年 �月与��月分夏冬

两季出 口 � 在南方二作区应在两季水稻收获

后播种
，

可以扩大面积
，
除满足 当 地 需 要

外
，

可以组织早春出口香港及东南亚 � 西南

低海拔地区加强间套复种
，

高海拔山区应扩

大和提高马铃薯实生种子的利用
，

提高单产

水平和解决就地留种
。

�
�

加强各种基地建设
，

将生态适 宜 的

黑龙江
、

内蒙古
、

山西雁北
、

河北坝上
、

陕

北及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建成种薯生产基地
，

为当地和全国生产优质种薯
，

为提高产量提

供有效的物质条件 � 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

高产的商品薯基地县
，

实行集约化栽培
，

总

结高产典型经验
，

不 断提高单产水平 � 建立

淀粉加工原料生产基地
，

可在有大型加工厂

的地区和市县繁殖适于淀粉加工的品种
，

为

工厂提高优质原料
� 建立食品 加 工

、

全 粉

加工和其它深加工需要的原料基地
。

目前已

开展加工的地方要规划好所需要 原 料 的 生

产
。

�
�

采取集约化的栽培技术措施
，

当 前

主要应该考虑健全良种的繁育体系
，

生产健

康的优质种薯
，
对种薯实行严格检疫制度

，

彻底改变商品薯与种薯不分
，

推行全部采用

良种健薯播种 � 为防止旱
、

涝
，

要采用小整

薯播种
，

推行抗旱防涝保全苗的措施
� 推行

合理经济施肥技术 � 在城郊有条件地区可推

行地膜覆盖技术
，

既早熟又高产
，
保证市场需

要 �
在西北干旱地区有条件的省区

，

可以发

展灌溉
。

�
�

对生产上存在的关键性技术 问 题
，

加强研究
，

组织攻关
。

马铃薯科技发展与

选题的设想

我国马铃薯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单产不高
、

总产不稳
。

其影响因素是尚缺

乏适应不同需要的专用品种
，

品种的抗病性

和专用品质尚需不 断改 良� 良种繁育体系和

种薯生产的检验制度不够健全
，

在很大程度

上播种用的种薯质量很低
。

由于种薯带病常

造成田间出现弱苗
、

病苗和缺苗
，
直接影响

产量的提高 � 马铃薯的病害如病毒性退化
、

晚疫病
、

环腐病
、

青枯病还未很好解决
，
仍

是提高产量的限制因素 � 栽培技 术 仍 较 祖

放
，

虽已有些相应的技术
，

但缺乏组装
，

尚

未形成规范化的配套措施 � 此外
，

对生物工

程技术和种薯及商品薯出 口创汇以及开展深

加工的研究
，

目前还属薄弱环 节
。

有 鉴 于

此
�

并结合全国已 有 的 科 研 基 础
，

特 对

��������。年全国马铃薯科学技术发展做如

下选题设想
�

力求新的选题与
“
七

·

五
”
的

研究重点相衔接
，

并有利于推动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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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工�����年马铃薯科

学技术发展的选题是
�

�一� 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根据全国科研协作任务
，

由黑龙江省农

科院马铃薯研究所与钠河县政府联合组织的

嫩北马铃薯万亩攻关
，

于 ���������年在呐

河县太和乡连续 �年实现了万亩亩产����公

斤以上
。

并总结了其技术经验
。

对此可以在

全国更大的面积上组织开发
，

在此基础上
，

北方一作区及西南一
、

二季垂直分布区的一

作地区
，

应进一步研究万亩以上亩产���。�

����公斤
，

中原及南方二季作区应研究千亩

以上单季亩产���������公斤的综合技术及

其规范化措施
，

以推动全国产量水平的不 断

提高
。

�二� 健全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的开发

与生产健康种薯技术的研究

我国目前基本上有两种不同形式
�

的种薯

生产方式
，

一种是采用脱毒薯 或 脱 毒 薯 实

行夏 �秋�播留 � 另 一种是根据蚜虫飞迁测

报实行割秧和进行早收留种
。

但在全国推广

应用不普遍
，

良繁体系并未全面建立
，

生产

上并未完全采用健薯播种
。

应进一步研究两

种繁育体系各级种薯生产的措施和制度
，

并

研究建立不同形式 良繁体系的区域化范围和

有效地生产优质种薯
。

建议农业部种子局加

强领导
，

在 ����年前选好基地县
，

将体系健

全起来
，
����一����年完善制度

，
以保证生

产用种和出 口种薯的需要
。

�三�马铃薯抗病
、

高产
、

优质专用品

种的选育

目前全国已育成和推广了近百个抗病高

产的早
、

中
、

晚熟品种
，
已完成 国家级鉴定

和认定的有 �个品种
，

如克新 �号
、

虎头
、

高原 �号
、

晋薯 �号
、

克新 �号
、

东农���
、

克新 �号
、

克新 �号
、

跃进等
，

正在全国各

地生产上发挥着作用
。

目前急需的是专用品

种
。

为此
， “

八
·

五
”
和

“
九

·

五
” 期间

，

品种选育工作的重点是加强选育适于淀粉加

工的品种
，

要求高抗晚疫病和� 病毒
，

淀粉

含量在���以上
，

单位面积淀粉产量高于克

新 �号 ���以上的品种
� 选育适于食品加工

的高抗晚疫病和花叶病毒
，

还原糖含量低于

�
�

��
，

产量与克新 �号相似
，

芽眼 浅
、

长

筒形的品种
。

�四�加强马铃薯种质资源改 良与利用

的研究

目前
，

黑龙江省 农 科 院 马 铃 薯 研 究

所
、

东北农学院和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

中心以及河北坝上农科所等单位 共 保 存 品

种
、

野生种
、

近缘栽培种和新型栽培种���。

份以上
，

应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展对品种资源

遗传特性评价的研究
� 利用轮回选择 自近缘

栽培种�
�

如��’ ��，。 、

����
“
����

、

��
“ �“ ” 。 �

勿爪“� 中 筛 选能适应长日 性 结 薯
、

能 产

生�。 配子 �����
、

食味好
、

蛋白质高的有

育种价值的无性系
� 对新型栽培种 ���

�

��阮�����产生双单倍体及�
�配子突变体的

研究
，
以及种质资源采用组织培养与试管保

存技术实现无病无毒化的研究
。

应在���二�

加如年每年为育种提供一批适于作杂交的无

病无毒亲本
。

‘

�五�提高马铃薯实生种子及杂种优势的

研究和利用

从马铃薯实生种子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

的角度上看
，

这是我国在当今世界领先的项

目
。

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实生苗的栽培技术
，

加速实生种子的纯度
、

杂种优势
、

抗病性及

留种技术研究
，

是扩大和提高马铃薯实牛种

子生产的关键
，

也是我国西南山区马铃薯生

产发展的经济有效的技术措施
。

利用近缘栽 培 种 �
�

才“ ����
�。 。 ���

·

。
耐 ‘���� 和产生�飞配子的二倍体杂种 与 普

通栽培种�
�

��������。 杂交 � 加速马铃薯 自

交系的选育 � 在 自然条件优越地区建立健全

采种基地
，

以不断提高其杂种优 势 利 用 的



�忽基

永平
。

�六� 马铃薯优良品种及商品薯出�标

准化研究

为使我国马铃薯种薯和商品 薯 销 售 国

外
，
����年东北农学院

、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

铃薯所
、

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和广东农科院旱

地作物所合作
，

就马铃薯出 口问题开展了研

究
。

东农 ��� 品种已通过外贸出日国外
。

为

适应出口创汇
，

如何发展我国品种出口的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

可在���������年提出相

适应的措施与建议
。

�七�开展马铃薯食品
、

淀粉
、

全粉
、

炸

条炸片以及加工薄膜等的研究

此项研究东北农学院
、

哈尔市食品研究

所
、

南方马铃薯中心等科研单位 已开展了一

定的研究工作
。
����、 ����年应继续深 入研

究并转向开发
。

�八�马铃薯病毒防治鉴定技术的研究

对马铃薯病毒研究
，

中国科学院
、

内蒙

古大学
、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所和东北农

学院均有一定研究基础
，

应在已有基础上
，

着重研究�病毒和卷叶病毒高价抗血清的 制

备
，

并提高其效价
，

要狠抓开发应用 �
对类

病毒����的研究
，

要研究快速鉴定技术和

分离弱系开展交互保护的研究
。
���������

年完成�翔卷叶病毒高效 价 抗 血 清制 备
，

完成 ���层冲快速鉴定���� 的方法
，
�，，��

����年分离出弱系明确交互保怕作用
，

并应

用于幸产
、

�九� 马铃薯生物工程技术的研兜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所
、

内蒙古乌盟

农科所
、

中国农科院
、

河北坝上农科所
、

四

川农科院
、 一

才肃农科院
、

南方马铃薯中心及本

溪市马铃薯所等单位的组织培养技术有一定

进展
，
已将茎尖组织培养应用锐

一

毒生产种薯

和种质资源材料于试管内保存
。

应在此基础

上
，

进一步研究单克隆抗体在马铃薯病毒和

真细菌病害上的应用
、

在育种上探讨应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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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杂交和细胞融合技术及开展染色体工程

的研究
。
�����拍��年对近缘栽培种 ��� 二

��和�
� � ���材料应组合成功一批新的种质

资源
。
��，���。 。�年单克隆抗体技术得到应

用 � 细胞融合获得 ���份材料
。

有关技术政策的建议

针对我国马铃薯生产现状
，

为迅速改变

低产面貌
，

发展我国马铃薯一年四季均有种

植
、

可周年供应上市的优势
，
开展好出口创

汇和提高产值翻番
，

特提出以下有关技术政

策的建议
�

上 鼓励科技人员推广马铃 薯 科 技 成

果
，

在更大面积上搞开发应用
，

使成果尽快

转变为生产力
。

要对下乡推广戌果有贡献的

科技人员的晋职晋级给予优先考虑
，

或给予

必要的经济奖励
。

�
�

我国目前搞育种的科技人员较多
，

而搞栽培
、

贮藏
、

加工等专业人员较少
，

有

些过去搞栽培的科技人员多转向育种
，

有些

省区对栽培技术的研究已成空 白
，

应从政策

上解决重视育种而不愿搞栽培的问题
，

今后

对栽培专业约科研成果应给予优厚的等级
�

先进人物也应考虑有栽培专业人员
。

�
�

现在技术推广队伍和种子检验队伍

不够健全
，

力量薄弱
。

特别是农村没有技木

推广人员
，

为适应推广工作的需要
，

应在科

研单位和农村 �乡
、

村� 建立 一 文 推 广 队

伍
，

保 证种薯和种子贡量非常重要
。

从编制

上扩大检验队伍
，

并加 强 专
�

业 人 员 的 培

养
。

�
�

对不同用途和不同质量的品种应逐

步实行按质论价
，
以鼓励加工等专用品种的

发展
。

�
�

对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的建立和开

展马铃薯的深加工
，

要加强领 导
�

制 定 规

划
，

给予必要的投资
，

把这些工作切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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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

是产值翻番和发展我国马铃薯的出路

所在
。 〔 � 〕

参 考 文 献
〔 � 〕

〔 � 飞 《 中国农业年鉴 》 ，

����
、
��吕�年本

。

浅 合习 浪食泛 次
�

比肛

农业 出版吐
，
飞弱 �

、 ” ��
、
�外 犷� 〕

鉴 》 ，
第��期

。

膝宗犷番
、
张畅

，
王永智

�
我 国马铃薯栽培 区 划的 研

究
， 《 马铃薯科学 》 ， ����年

，
第 �期

。

刘广树
、
司洪义

�
美国 农业部���‘一 工���年 农业研究

纲 要
， 《 世界农业 》 ，

����
�

��
。

中国农 林 科 学 院
�
关于 发展 我国 马铃薯生产的 设

思 租建议
， ����

�

�
。

只 《 �备��书良义‘吸 织 生
，吐
羊

��� ����
产

�����
‘

�于������ �� ����������

尸�
尹

��甲� ���������� �� �����

���� ������� ��� �
，， ������

������ ������� ������� ����������������������
，
�������

�������妞挂 ��� ���� ����

���������� 人朗�瓜
��������������

，
�������

人�������

�� ���� ���。 �，
��� �� ��� �� ��爪�

一

���
�

����西� ������ �� �几 ������ ����� ���� �

���� ��������
�

�� ��� ����� ����� �������￡��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户�

������� ���� ��������� 。 ，

� ��� ���� �����������
�

菏兰早熟马铃薯品种简介 �一�

阿尔克玛丽亚 �川
�门���乏��

品种来源
�

�� �比 。 � � �����
二 又 ����，

��� ������

特征特性
�

茎少粗壮
，

早期呈分散状
，

叶腋处为深紫色
。

叶大
，

深绿色
，

有光泽
，

呈下垂状 � 初生小叶大而宽
，
次生小叶大且

多
。

花序大而多
。

花紫红色
。

块 茎 长 卵 圆

形
，

表皮粗糙
，
黄色

，
薯肉浅 黄 色

，

芽 眼

线
。

块茎芽开始为桶状
，
后为圆锥状

，

芽体

深紫色
，

芽尖浅绿色
，

密被绒毛
。

品 质
�

干物质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茎叶感晚疫病
，

块茎轻感晚

疫病
�
对�和癌肿病免疫

，

抗金线虫的�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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