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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北海道马铃薯生产现状看

内蒙古马铃薯发展前景

门 福 义

�内蒙古农牧学院�

����年��月至 ����年 �月
，

我们对 日本

北海道马铃薯生产
、

科研
、

贮藏和加工等进

行了全面地考察和学 习
。

现就考察和学习中

受到的启发
，

结合内蒙言马铃薯 生 产 的 具

体情况
，

讨论几个问题
。

位
。
����年是北海道大丰收的年份

，

平均单

产达选���公斤�公亩 �����
�

�公斤�亩�
。

北

海道马铃薯历年总产量 占日本全国总产量的

��� 以上
，
是 北 海 道重要的食用 作 物 之

一
、

日本
�

月匕海道马铃薯生产

�一�基本情况

自然
一

清况
�

以札幌市为代表
，

年平均气

温为�℃ ，

元月平均气温为 一 理
，

�℃ ，
�月平

均气温为��
�

�℃ ，

年有效积温����℃ 以上 �

年降水量 ������
，
�” �月较多 ，

平均 每 月

为�����功�� ， 全年 日照为 拍的 小时
，

�

月最长
，
达 ��� 小时 � 冬季降 雪 大

，

多 阴

天
，

日照极低
，

积雪一般在��厘米以上
，
最

大深度可达 �来左右 � 无霜期 飞钊 天
，

终霜

在 �月 � 卜
，

初霜在��月 �。 日� 春季气温变

化大且不稳定
，

有的年份 �月下旬还有霖害

出玫气
，
早霜也有在 �月出现的年份

。

生产概况
�

北海道是 日本马铃薯的主产

区
，

栽培面积为 �
�

�万公顷
，

占日本全同栽

培面积 ���
�

�万公顷� 户毕���
，
占北海道旱

作栽培面积的拓�
。

日本全国平 均 单 产 为

����公斤�公亩 �相当 于 ����
�

�公斤�亩�
，

其中北海 道 ����公斤�公亩 �����
�

�公斤�

亩�
，
超过荷兰 �����公斤�亩�

，

居世 界 首

日前
，

日本生产上使用的马铃薯品种有

�。余个
。

其中从国外引入的有男爵和玫瑰
，

本国育成品种有红丸
、

农林 �号
、

惠庭和雪

白等
。

男爵
、

农林 �号
、

红丸和玫瑰已成为北

海道四大主栽品种
，

其中男爵
、

农林 �号和红

丸 �个品种就占北海道栽培 直 积 的 ���左

右
。

男爵为食用品种
，
红丸为淀粉用品种

，

农林 �号为淀粉和加工兼用型品种
。

近年未
�

对加工品种要求迫切
，

适宜加工用品种不汉

满足生产需要
。

现在推广的丰白相雪 白等品

种
，

就是加工用品种
。

当前
、

况本育种的中心 目标
，

是按不同

用途
，

分别选育优反品种
，

重点是加工和注

粉用品种
，
派粉品种宁

，
建粉含量较高的为

巧�招�
，

新育成高淀粉品种淀 粉 含 量 江

�亏
�

�、 咒
�

�� �粉吹雪 �
。

对加工品种 妄 求

加工过程薯肉不变色
，

目前这类品种很少
，

给加工 �脱色�造成很大困难
。

�二�关键的高产栽培技术

�
，

健全的脱毒种薯繁殖体系

在 口本全国范围内
，

有健全约四级脱毒

种薯繁育体系
，

确保无病
、

无毒优质种薯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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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供应
。

一级种薯 �

种农场生产并经

原原种� �
�

匕国营马铃薯原原
笼几
卜碗 �

二级孙薯 �原种�
�

擒道
、

星立采种组合

繁殖并经营
。

三级种薯 �良种� 由采种组合中专业户

承包繁殖并经营

生产用种由农民购买三级种暮 大约有

�� �的农 民 �年更新一次种薯
，

其它农民每

年更新一次
。

在全国
，

由农林水产省投资设置 �个马

铃薯原原种农场
。

这些原原种农场
，

由育种

科研娜关提供新育成的品种或生产中正在使

用的品种
，
经过组织培养获得无毒苗

，

经在

网室内鉴定和繁殖后
，
在严格防病虫的条件

下
，

采用单位栽培法
，
在田何 连续繁 殖 �

�

年
，

生产出合格的一级无毒原原杯、
’

二级种薯是由道
、

县投资经营的马铃薯

原种农场进行繁殖
。

实际上
，

在日本并没有

建立二级马铃薯原种农场
，

而是委托给采种

组合来承担这一任务
。

采种组合繁殖的二级

种薯
，

经检疫机关检查合格后
，

再交到指定

的采种专业户进行三级种薯繁效
。

三级种薯

经检查合格后
，

交售给农协进行贮藏
，

第二

年即可出售给农 民作为一般生产组用种
。

�
�

大量施用氮素化肥

在 日本 由子化肥便宜
，
农 民 大 量 施

用
，

特别是氮素化肥施月量很多
，

各种作物

往往都是超量施用忿公
。

例如
，

马铃薯正常施

肥量
，

年公顷�为�。 公泞 ，
���

�

为 ���公斤
，

�
�
�为扰 。公 斤 �播种时让门

，

不追肥�
，

但

实际每公顷旅� 为 �” 公斤
，
�
�
�

�

为�� 。公

斤
，
�

�
�为 货 。 公斤

， �远远翅过 标 准 施 肥

量
。

其结果是茎叶徒长 地上部和地下部生

长失调
，

株六有时达 。 未以
�

匕 严重贪青晚

熟
，

淀粉含量降低
，

一般淀粉含量为从�
，

而高产田块的淀粉含量只有���贷�
，

不施

肥的田块则可达�� 、 ���
。

从 日本马铃薯淀

粉加工统计资料表明
，

由于近年来农 民大量

增施化肥
，
随着马铃薯单产的提而

，

淀粉含

量有规律的逐年降低
。

此外
，

生于氮素的流

失
，
严重地污染了水源和池塘等

，

给 自然生

态环境带来 了不利的影响
。

目前 日本使用的化肥
，
几乎全部都按地

区土壤条件和作钧种类配制成专用的复合肥

料
。

在专用复合肥料中
，

除含有氮
、

磷
、

钾

外
，

还根据土壤种类不同
，

有的还含有钙
、

镁等元素
。

关于肥料的施用位置
，

他们认为种薯点

种欢播种沟内
，

在上边少许覆些 上
，
然后在

覆土上边施肥后再覆土
，

这种方 法 效 果 最

好
，
其次是将肥料施在种薯的侧面

。

肥料施

在种薯的下边
，
则有延迟生育的倾向

。

�
‘

浴光催芽
，
合理配置株行距

裕光催芽补在北海道马铃 薯�生产 中 已

成翁汤履拱定的栽培措施
。

由于北海道冬季

雪失奢睿季融瞥
一

时间长
，
一般到 ‘ 月下旬农田

稗雪才能全部融化
，

故春播期要推迟
。

浴光

催芽对促进早出苗
、

早结薯
、

早戍熟有显著

效果
，
一般可提早 �、 �� 天出苗 。

‘

催芽方法
� ①对出库的种薯首先进行药

射浸种 �瞬间�消毒
。 ② �月中句开始进行

�周左右的温度催芽 �不见光�
，
昼间 温 度

为 ��
，

�℃ ，
夜何为 �℃ ，

平均为 �℃ 。 ③切
块

，
每切一薯后用次氯酸钙水消毒切刀

。 ④
豆月下旬室 �月上旬进行浴光催芽

。

将种薯

装在专用塑料筐内 �能通气和透 光 的 塑 料

筐�
， 、

每筐的种薯数量
，
以摆放 �层薯 块 为

宜 � 然后将筐置于大榴或玻璃室内
，
交错堆

此 在见光的条件下催芽��天
，

以长出 �厘

米左右的壮绿芽为止
。

催芽的温 度 分 为 两

种
，
一种为变温

，

即昼间��℃
，

夜间�。℃ ，

加波长�� 。 、 ���� �
萤光灯的光照

。

另一 种

为恒温
，

昼夜间均为��℃左右
，
同时夜间加

萤光灯光照
。

上述两种方法效果无差异
。

合理配置株行距
，
对产量和品质都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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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
。

不同用途的品种
，
株行距不同

，

如食用和加工用品种的株行距要宽些
，

淀粉

用品种要窄些
，
一般行万距 ����� 厘米

，
以

“ 、 ��厘米者产量较高
。

但机械作业对块茎

的碰伤较多
，
而��厘米左右的行距

，
对产量

和品质都是比较理想的
，
一般株距为�� 、 ��

厘米
，

因品种和用途的不同而异
。

�
�

病虫害的药剂防治

在 日本
，
马铃薯的病虫害防治 已成为制

度化
，

无论有无病虫发生
，

都必须按季节进

行这项作业
。

一般从 �月��日至 �月中旬
，

用防虫和防病混合药剂
，

每 隔 �� 天喷 洒 �

次
，
全生育期共喷洒���次

。

在马铃薯出苗前和生育期间
，
还多次喷

洒除草剂
。

二
、

内蒙古马铃薯生产

概况及发展前景

�一� 内蒙古马铃薯生产概况

内蒙是全国重要的马铃薯产区之一
，

历

年总播种面积为 ���万亩
，

占全区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的��
。

全区马铃薯历年平均 年 总

产量为���
�

�万吨 �鲜薯
，

以下同�
，
平均单

产打�
�

�公斤�亩
。
���������年

，

年均总产

量为���
�

�万吨
，

单产为���
�

�公斤�亩�见表

��
。

从全区各盟
、

市单产情况看
，
以巴盟为

最高 �阿 盟 虽 高
，

但 面 积 过 小 �
，

平 均

����
�

�公斤�亩
，
而单产最低的乌盟

，

平 均

表 � 内蒙古 马铃薯历年生产 变化

年 份 播种面积 �万亩� 总产量 �万 吨� 单 产 �公斤�亩�

�

…
���﹄八曰几」�︺叮万月注内��络��刃�尸」�����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为���
�

�公斤�亩
，
最高和最低单产相差 �

�

�

倍左右 �见表 � �
。

由于全区各地 自然 和 水

利资源的不同
，
总的趋势是东部比西部单产

高
，

西部的灌区又比丘陵区高
。

由此可以看

出
，

决定内蒙马铃薯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

水 分 �东部降雨比西部多�
。

只要合理 利 用

和开发全区的水利资源
，

改善和提高栽培技

术水平
，

是可以获得高产的
。

近年来
，
随着

全区平均单产的提高
，

总产量也不断上升
，

而播种面积却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见表 ��
。

这标志着内蒙马铃薯生产形势起了很大的变

化
，
即内蒙马铃薯栽培技术水平 在 不 断 提

高
，

逐渐改变了历史上广种薄收的粗放栽培

习惯
，

特别是广大马铃薯科技人员
，
不断培

育良种和改善栽培技术
，
推广和应用无毒种

薯
，
逐步建立无毒种薯繁育体系等一系列科

研成果在生产中应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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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内蒙古近年各盟
、

市马铃薯生产情况 ����������年平均�

地 区 播种而积 �万亩 � 总 产 量 �万 吨� 单 产 �公斤�亩�

���
�

�������

��
。
���

�

���

海

安

峰

�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吕����

。
���

�
。
��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市头市盟盟盟盟市盟盟盟盟个
︸

呼包乌呼兴赤哲伊锡巴乌阿

表 �
�

全 区最近�牟马铃薯生产

一
���曰����

一

一
���曰����目�����

年 份 播种面积 �万亩� 总
‘

产 复 �万吨� 单 产 �公斤�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仓的

�忿台
。
������

���
。
心��令��

��仓
。
������

���
。
������

���
�

���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光
、

热
、

水
、

土诸因素综合看
，

内蒙

具有发展马铃薯的 自然优势
。

但就平均单产

看
，

内蒙的水平还很低
，

就��年代较高的 单

产水平���
�

�公斤�亩
，

还低于全国平均单产

���公斤�亩的水平
，
更低于世界 平 均 单 产

���公斤�亩的水平
，

与 日 本 北 海 道 单 产

����
�

�公斤�亩和荷兰����公斤�亩相比就更

低了
。

但内蒙最高单 产 的 巴 盟 �� 拓 �
�

�公

斤�亩�
，
超过全区平均单产近 �倍

，

也超过

了世界平均单产水平
。

由此可见
，

内蒙马铃

薯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
，
目前还 远 没 有 充

分的发挥出来
。

其主要原因可归 纳 为 如 下

�点
�

�
�

留种制度不健全
，

脱毒种薯繁育体

系尚未建立

当前
，

内蒙生产中应用推广的品种虽较

多
，

但没有健全的留种制度
，

特别是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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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
，

种薯和 商 品 薯 不

分
，
使病害 戈特别是病毒病害�严重

，

种薯

质量逐年降低
，
严重影响和阻碍着内蒙马铃

薯产量的提高
。

�
�

耕作栽培粗放
，

物质 �觉量投入少声

内蒙马铃薯耕作栽培粗放
，

卑位面积投

入的物质能量低
，
是限制单产水平提高的又

一重要因素
。

如全区平均每亩施有机肥料仅

���公斤左右
，

且施肥面积只占���
。

每 年

每亩平均投入的附加美量为���义 ��
�

大卡
，

与我国中原一般亩产���。�����公斤水平相

比
，

其能量投入为����尺 �。
“
大卡�亩

，

相差

近一半
，

与 日本亩产����公斤
，

其滋量投入

为���� � 切
�

大卡�亩相比
，

相差更多
。

�
�

产
、

洪
、

销脱节

长期以来
，
内蒙马铃薯销路狭窄

，

停留

在 自产自销
，
且以鲜薯食用为主的就地销售

状况
，

产品利用率极低
，

米能把资源变成商

品
，

每当丰收
，
农民苦于产品销售困难

。

这

是影响内蒙马铃薯进一步发展的另一重大的

障碍
。

�三�对内蒙今后马铃薯生产发展的几

点感议

�
�

必须迅速建立健全马铃薯脱毒种薯

繁育
户

体系

由于马铃薯具有与一般谷类作物不同的

无性繁造特点
，
在生产过程中极易感染各种

病毒病害
，

而且病毒还流在逐代 累 积 和 传

递
，

致使种薯品质逐年恶化
，

造成大幅度减

产
。

因此
，
必须通过建立脱毒种 薯 繁 育 体

系
，

才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

目前
、

世界上马铃薯生产先进国家
，
如

荷兰
、 �

�本等国
，

都是通过建立脱毒种薯繁

育体系
，
彻 曦解决了病毒病害这个问题

，

使

他们的马铃薯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

日本

马铃馨脱毒朴薯繁育体系的建立是从几马急色年

开始豹
，

那时由国家拨款作为地方财政的补

贴
，

促进了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
�

体 系 的晨建

立
。

当时 口本政府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建立脱

毒种薯繁育体系的重要性
，

投资数量不多
，

健全的脱毒种 薯 繁 育�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

来
，
因此不能彻底解决病毒病害问题

，

产量

仍然不能迅速提高
。

到����年
，

这一问题的

重要性又被 日本政府进一步认识
，
����年在

全国范围内
，

同时建立了 �个马铃薯原原种

农场
，
����年

，
根据需要

，
在 日本西南温暖

地区又增设一处
，

至今全国共 �个原原种农

场
，

作为 日本马铃薯一级脱毒种 薯 繁 殖 基

地
。

由于原原种农场要求技术条件高
，

投资

较大
，
故全部由国家经营

。

二
、

三级繁殖则

由地方和农 民承担
。

根据内蒙马铃薯栽培面积和分布状次
，

为了彻底解决病毒病害
，

大幅度提高马铃薯

单产
，

建议建立四级脱毒种薯繁育体系
，

并

在全区首先设豆 ��个国营马铃薯原原 种 农

场
，
每个农场占地����、 �。 。�亩，

可由自治

区
、

盟市或旗县分别投资开办
。

具 体 设 置

地点
�

呼盟 �个 �岭东
、

岭北
、

岭南各设一

处�
，

乌盟 �个 �前山 �个
，

后 山 �个�
，

锡

盟
、

兴安盟
、

赤峰市
、

伊盟
、

呼市
、

包头各

设一处
。

以这��个原原种农场为基地
，

开展

组织培养
，

生产和鉴定脱毒种薯
，

为全区提

供合格约一级 �原原种�种薯
。

二
、

三级脱毒薯的繁殖
，

浪据内蒙地广

人稀
、

栽培而积大而分散的特点
，
可以不拙

集中繁殖场
，
以各地仲薯需求量灼大小

，
采

取分散承包给专业繁值户的办法 �每个专业

户不毖同时繁殖二级和三级种 薯
，
以 免 混

杂�
，

按各级种薯约标准
，

由有关检疫机关进

行严格检查
，

确认合格后发给合格证
，
然后

闷各级种子公司 �或联合休� 按不同级别种

薯约合理价格收购入库贮藏
，

第 �年春季播

种前出售给农民
，

进行下一级种薯的繁殖或

直搂用于生产
。

农民买到三级种薯后
，
原则

上使用 �年
，

部分有条件的农 民可以每年换

种
。



与 铃薯杂志
，
第 么 卷

，
第 � 期

， ���吕

�
�

大量增施化肥

很据内蒙为 自然和土壤条件
，

为了大幅

度地提高 单产
，

必须 寻
珍丰增加有机肥料的施

用量
，

并要大幅度地增加以氮
、

磷为主的化

石巴施用量
。

�
�

按用途对现有品种进行整理和分类

内蒙马铃薯生 六
，
少

、

加工和综合利用的

后度考忘
， ，么

、

须有相应配套的专用品种
。

内

余当戈生 产中应用的品种多而杂
，
总数约有

犯� ” 个之多 ，

有 必要对其主要品种进行全

间盛理
。

按食几
、 �

�
’

忿和邓工用进行分类
，

模清家底
，

反于今后约育种工作及合理的栽

培利用
。

今后新品种的选育也应以专用品种

为育神目标
，

特别是加工用品种
，

因许多特

性要求较严格
，
必须及早选育适应各种加工

工艺要求的新品种
。

�
�

加强病虫害防治

马铃薯病虫害冲类 繁多
，

是限制马铃薯

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
目前内蒙有 � 、

�
、

卷叶病毒和纺捶块茎 类 病 毒 等 七八种

病毒病害
，

一般减产加����
，

严重者减产

达�� �以上
。

晚疫病和黑胜病部分地区
一

也有

发生
。

环腐病虽 已基本控制
，
但也有再次发

生的潜在可能性
。

因此
，
除通过建立无毒种

薯繁育体系来控制和消除大部分病害外
，
还

必须加强各个生产环节的病虫害的药剂防治

工作
，

害
。

�

以便逐渐彻底控制和消灭病虫害的危

要迩步建成产
，

供
、

加工利用和销

售一条龙 �约联合体

内蒙马铃薯生产山于产供销脱节
，

加工

和综合利用基本上是空白
，

严重影响着马铃

薯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因此
，

解 决 马 铃 薯

出路已成为内宗岌展马铃薯生产 的 突 出 间

题
。

安忿把全区马铃薯资源优势变成商品优

势
，

必须之六
、

供
、

加工利用和销售一条龙

的组织形式 �联合体�
，

即由乡镇集体或 个 人

入股投资
，

在各主产区集中建立产
、

供
、

加

工利用和靖售联合体
，
要有大型贮藏库 �包

寸占种薯贮藏库�
、

淀粉加工厂
、

马铃薯 窟 品

加工厂和一系列供销管理机构等
。

这样
，

使

农民生产出来的商品薯和二
、

三级种薯
，

可

碗
�

迁出售给联合体
，
由联合体集 中 贮 藏 管

理
，

选择
、

加工
、

供应农民生产用种薯等
。

联合沐通过交易收取少量手续费和加工再生

产获取的利润
，
逐渐算还设备投资和发放职

工的工资
。

有了这种专门化的联合体
，
既可

保证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中各级种薯的质量
，

便于农 民出食商品薯
，
又有利于综合加工利

用
，

还能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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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来源
�
���� � �� “ �

对

特征特性
�

茎少粗状
，

高度分散
，
叶腋

浅红棕色
，
叶大下垂

，

浅绿色� 初生小叶大
，

卵圆形
，
叶脉浅 � 花序小而少

，
花 浅 紫 红

色
。

块茎长卵圆
，
有时稍呈圆锥状 �

表皮光

滑黄色 � 薯南浅黄 色
，

芽限浅
。

块 茎 芽 较

大
，
开始为卵状

，
后变为长卵圆状

，
芽体浅

笨娜噜
，

「

芽尖绿澳
，
密被 绒毛

。

品 质
�
干物质含量低

，
质地稍软

，

蒸煮后不变色
，
适宜做炸片

。

筑 病 性
�

茎叶感晚疫病
，

块茎轻感晚

疫病 �
‘

高抗卷叶和�病毒
，

抗 金 线 虫 的�

型
。

阿波罗尼亚���
。 ���。 。 �助

品种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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