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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阴山北部丘陵区的马铃薯生产

场 海 鹰 傅 晓 峰

内蒙古农科院马铃曹小作物所�

马铃薯在我国是一个全国性的作物 马 作物

铃薯与各主产区的自然气候特点有着极为密 马铃薯除了作为人类的富含营养的食物

切的关系 这与其原产地的自然气候特点及 外 对我区妊俊山区畜牧业的发展有重要作

其生育特性有很大的相关性 研究马铃薯生 肌 仑不仅是催肥性畜的极好饲料 而且用

育特性与自然气候特点的柑关性 对予当前 马铃薯作为饲料饲养的牲畜肉质肥而不腻

农业生产中马铃薯的合理布局和丰产栽培具 品质极佳 在我区阴山北部农区 天然草场

有重要意义 少 麦类作物生物产量低 马铃薯自然成为

在内蒙古西部区 特别 是阴山北部丘陵 牲畜饲料的重要来源 因而 要发展本区畜

区发展马铃薯生产有着特殊为意义 本文主 牧业 就不可缺少马铃薯的生产和发展 此

要根据马铃薯的生育特业与阴山北部丘凌区 外 马铃薯生产的发展还会显著提高整个粮

的自然气候特点 以及目前该地区马铃薯生 食作 淤约单产和总产 对农业生产的发履起

产中存在灼问题 初探在该地区发履马铃薯 重要的推劝作用 所以 在阴山北部丘陵区

生产灼优势和特殊意义 以及如何解决马铃 戈叉马铃薯生产 对于该地区农牧业生产的

薯生产中存在的间题 全履无疑有十分重要灼作用

一 马铃薯的经济价值与本区农牧业生 马铃薯不仅是高寒山区人民的主 食 之

产 一 而且发展马铃薯生产对于改善人民的食

马铃薯在非谷类作物中是重要的粮食作 物组成 提高天民生活水平 增强人民体质

黔熬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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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仅阴山北部就达���

�

��万亩
，
占该区粮

食面积的��
�

��
，

占全区马铃薯总播面积的

���之多
，
年总产量为 �

�

��万吨
，

占该区粮

食总产量的��
�

��
。

近��年来
，

虽然平均亩产只有 ��
�

��公

斤
，
但比同期小麦增产���

�

��
，
比筱麦增产

��
�

��
，
单产居本区粮食作物之首

，
在几种

作物中其单产变异系数最小
，

仅 ��
�

��
。

如

果从马铃薯的生理特性和光 之利用率看
，
就

阴山丘陵地区马铃薯产量的理论推算道可达

���。公斤�亩 �按 �折 �计�
。

这说明
，
马铃

薯在该地区蕴藏着极大的增产潜力
。

从阴山北部丘凌区的地理位 置 和 自 然

件看
，

该区 界 于 北 纬
，

���注�
�

��‘ ，
东 经

���
“
��，
�子��

“
���之间

，
地处亚 洲 大 陆深

处
，
距海洋较远

，
地势较高

，
大部地区海拔

���������米
，

是东南亚季风深入的边缘
，

具有明显的大陆性和高原气候特点
。

这些优

越的 自然条件为马铃薯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
，
使马铃薯成为阴山北部 丘陵区的

主体作物之一
。

三
、

阴山北部丘陵区自然气候特点与马

铃薯生产

本区东西横贯 自治区中部
，

位于阴山丘

陵区的北部
，

海拔主��������米
，

属中温带的

干旱
、

半干旱地区
。

该地区风雪较多
，

较为

干旱
，

寒冷
，
全年平均气温����

，

��℃ 以

上年积温为 ��。 。�����
一

�
，

无霜期 ��。� ���

天
，
全年降水量 自西向东逐渐增多

，
为�� 。 、

���毫米
，
差别明显

。

这些气候特点对 许 多

作物的生长发育都十分不利
。

但 从 该 区 的

光
、

热
、

水资源看
，

却为马铃薯的生存和发

展提供 了较为优越的生长环境
。

�
�

降雨量与马铃薯的需水规律

该地区降水量正常乍份为���
�

�����
�

�

毫米
，

主要集中 在 �
、
�

、
�月份

，

春 季

占���
，
夏季 ����月份� 占����� �

，

秋

季占���
。

从马铃薯需水规律看
，

它是一个

需水较多的作物
，

蒸腾系数为�������
，

苗

期需水 占 ������
，
现 蕾 期 到 开 花 期 占

花�
，

淀粉积累 期 占 �� �
，

需 水 总 量 为

�������毫米
。

自然降水与马铃薯需水规律

基本吻合
。

尤其是现蕾期到开花期
，
正值马

铃薯进入块茎增长期
，
对水的要求最多

， �

而

此时也正好是降水集中时期
，

基本能满足马

铃薯这一关键时期对水分的要求
。

这种 自然

降水特点与马铃薯需水规律的同步对马铃薯

的生长发育是十分有利约
。

�
�

土壤肥力与马铃薯的需肥规律

阴山北部丘陵区大部地区土壤贫瘩
，

肥

力低下
，
而旦水土流失

、

风蚀现象严重
。

尽

管如此
，

该地区土壤养分状况基本符合马铃

薯的需肥规律
。

从三要素含量上看
，

氮较缺

��
�

�� ��
，

磷较少 ��
�

���
�

���
，

钾的含

量却很高
，
可达���左右

。

而马铃薯对三要

素的需要量是钾�氮�磷
，

需钾量最高
。

如

每形成��公斤鲜薯需吸收氮�
�

��公斤
，

磷�
�

�

公斤
，
氧化钾�

�

�公斤
。

从土壤养分释放规律看
�

春 季 由 于 气

温
、

地温低
，

风沙大
，
降水 最极少

，

微生物

的活动很微弱
，

故土壤有效养分释放很少
。

随着气温约逐渐提高
，

降雨量增多
，
土壤中

微生物大量繁殖
，
活动旺盛

，
释 放 养 分 增

多
。

秋季微生物的活动仍较形
，
深层土壤养

分逐渐释放
。

这种养分释放待点对马铃薯生

长发育也是较有利的
。

从马铃薯的需肥规律看
�

前期
，
由于母

薯中含有较丰富的营养物质
，

故吸收外界养

分少
，
约占全生育期的���左右

�
块茎形成

期至 块 茎 增 长加
，
茎叶大量生长

，

块茎迅 、

速形成
、

膨大
，
吸收的养分较多

，

占生育期

的���以上 � 后期
，
吸收养分 减 少

，
约 占

���左右
。

由此可知
，
该地区土壤养分的释放规律

与马铃薯的需肥规律也基本吻合
。

�
�

光
、

热条件与马铃薯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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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喜光的长 日照作街
。

从该地区光照条件看
� ���月份总 日照

时数达����小时左右
，
平均 日照也在��小时

以上
，

对马铃薯光合作用和块茎 形 成 很 有

利
。

从温 度 情 况看
�

大于��� 的年积温为

����勺�����
，

华本能满足马铃薯生长发育

的需要
。

而且
一

该地区温度变化较大
，

特别是

昼夜温度 的变化
，
�一功 月份昼 夜 温 差 达

������
。

马铃薯正是在 口大需要较高的温

度以进行光合作用
，
而夜间则需要较低温度

以形成块茎
。

所 以
，

这种温差特点对马铃薯

光合作用的进行和块茎形成
、

膨大
、

淀粉积

累是非常有利的
。

从�、 。月份的 温 度 变 化

看
，

对马铃薯的生长发育也是利多弊少
。

马铃薯幼芽生 长 的 适 宜 温 度 为 ��”
��℃ � 幼苗生长较适气温为�����℃ ，

茎叶

生长的适宜气温为���三��
�
块茎形成的最

适温度为苟��� ℃ 。

马铃薯生长季节温度变

化符合马铃薯生长发言司温度的要求
，
而且

土温度过肠 �不利块茎形成的温度也不复存

在
。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
，
阴山北部丘胶区

的 自然气候条件对 戈展马铃薯生产是十分有

利的
，
增产潜力 也是很大的

。

钓
、

先前马铃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途径

认 耕作栽培祖众
，

物质能量投入少

本区技次业人 口计
，

人均耕 地 面 积 达

��
�

�亩
，

人少地多
，

大部分是干旱
、

半干 早

地区
，
早坡地多

，
旱滩边少

，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

由于 干早
，

杭价长势 月
，

抵抗病害俊染

能力 也较弱
，
用之耕作浅培祖

�

放
，
广 种 薄

收
，

解放�耳升歼来只靠扩大面积 来 增 加 产

量
， ��二地只用不 井

，

只神不管
，

物质能量投

入少
，

造 戎马铃
一

薯单产水平极 版
。

据统计
，

目前该地区每亩 姐入有讥肥量约为���公斤
，

施肥面识仅为尧�渡左右
。

而单产水平 据 ����

���

年统计仅��公斤�亩
，

与同期全区平均 单 产

���
�

�公斤
、

全 国 ��� 公斤相 比
，
差 距 甚

远
。

�
�

品种混杂
，
退化严重

，

产量低而不

稳

各种病害普遍发生是限制本区马铃薯进

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
�。多年来

，

从表

面上看似乎在品种上有较大突破
，

许多品种

在生产上推广
，
实质上

，
大多数品种都未经

严格地审查检验
，
也未经区试就投入大面积

生产
。

许多品种某种程度上都带 有 各 种 病

菌
，

加之留种制度不健全
，
用于生产后很快

就使病菌蔓延
，

严重退化
，
品种面目全非

，

造成大面积减产
。

据我们对该地区��多个典

型点的调查
，
田间各种病害的退

�

化 率 高 达

���以上
，
特别是在干旱年 份

，
卷 叶

、

花

叶
、

束顶及黑胫
、

环腐病大量发生
。

由于环

腐病
、

黑胫病及病毒病的危害
，

造成大量缺

苗断垄和烂窖
，

产量大幅度下降
，

轻者减少

��、 ��� ，
重者达���以上

。

�
�

留种树度不健全
，

良种黔育体系未

形成
。

目前
，
该地区已在生产上推广的马铃薯

品种就有十几个
，
但由于没有严格的留种制

度
，
也未建立起良繁体系

，

种薯和商品薯不

分
，
造成品种多

、

乱
、

杂现象
，
既 不 能 提

供合格的种薯
，

也不 能 提 供 优 质 的 商 品

薯
。

�
�

产供悄脱节
，
加工和综合利用差

本区马冷薯年产量约�
�

��万吨
，
约占全

区马铃薯总幸量的��
�

��
，
占乌盟总产量的

��
�

���
。

其中有一半以上作为食用
，
加工

、

饲料及 自销 �己括换碳�约占约 �
，

自留种

薯消礼呈大
， 一

万之。 �
，

外贸出 口儿乎没有
�

由此可见
，
马铃薯灼刊用率很低

，
只停留在

自产
、

自销
、

自用
，
而且加工刊用能力很低

，

鲜

薯严重滞销
，

没有充分发挥商品优势
，
限制

了本区马铃薯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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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 脱 毒 种 薯 生 产 管理

保 证 脱 毒 种 薯 质 量

阎凤翘 牛爱国

�黑龙江省马铃薯原种繁殖场�

����年以来
，

我场在开展马铃薯脱毒种

薯繁殖工作的同时
，
认真加强种薯的生产管

理工作
，
有效地保证了脱毒种薯为质量

。

一
、

加强基础建设

脱毒种薯繁殖生产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

工作
。

为实现脱毒种薯没入生 产
，
我 场 从

����年开始
，

相继建成脱毒苗培养室
、

化验

室 ���平万米
，
马铃薯病毒鉴定 育 苗 温 室

���平方米
，
防虫网室 ����平方米

，
种薯窖

��。 。平方米
，
并配备了马铃薯繁殖病毒鉴定

必备的科研仪器和生产附属设 施
。

与 此 同

时
，
抽调了技术人员

，

并培训了农业技术工

人
，

形成了以繁疽脱毒种薯为中心的专业化

队伍
。

现在
，

我们已经掌握了茎尖组织培养

试管内切段繁疽
、

病毒鉴定
、

高倍繁殖
、

幼苗

移栽
、

网室生产原原种和露地生产原种等技
一

�

� 一
�

一
�

一一
�

�
�— ——

��

一
�
一—

�

一
一

一一
�

一
针对这些问题

，
结合本区特点

，

笔者认

为今后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

工
�

建立健全 良种繁育体系
，

推广优 良

品种
，

为生产提供合格种薯
。

应以县为单位建立起三级 良种
、

脱毒种

薯繁育体
�

筑
�

积极推广适合生产的无毒力优

良品仲
，
更抉已不适合生产用品种

。

问时
，

搞好商品薯
、

菜薯的生产
。

�
�

采用科学的耕作管理制度
，

�音肥地

力
，

提高抗旱 、粥力

应变粗放经宫为精耕细作
，

合理轮作倒

茬
，

积帆提倡增施有机肥
，
适当种浪绿 思炸

物
，

扩大豆不钊下物浦积
。

做到以纪调水
，

蔺

水保墒
，
提高马铃薯灼抗旱能力

。

�
�

加强科砰
，
改 良当地主栽品矛�

�

在推广优良品种的同时
，
要进一步加强

科学研究
，

使现有成果尽快应用到生产中
。

还应注惫砚有品种的改 良工作
。

目前生声上

使用的品种
，

在抗旱
、

高产等方面都有较突

出的优点
，
如乌盟 ��

‘

�栽培面 积 大
，

产 量

高
，

抗逆性强
，
是深受群众欢迎约品种

，

但

因混杂
。

退化及烂窖而失去生产价笠
。

如果

将这样的品种进行改良
，
使其

�

恢
一

复 本 来 而

目
，
必将甘马铃薯生产起一定推动作用

。

业外
，

为解决当前品种多
、

乱
、 ，

杂及退

化闹聋
，

可推广适合本地区种植的中早熟和

中熟性的脱毒品种
。

如紫花白
、

充 新 � 号

挥忆竺

二 开 灵马铃薯综合加工利用
，

发挥马

铃薯灼价势

不区大部 池区交通不便
，

直接输出鲜薯

困难
。

因趁
，
可扰地进行多层次 灼 加 工 利

用
，

走生产
、

加工
、

综合利用的道路
。

尤其

是祠料加 工
，

可对本区畜牧业灼发健起一定

件用
。

这样
，
既可解决马铃薯出 路 难 的 间

惬
，
充分交挥其资源优势

，
又可增加农民经

济收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