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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 县
，
琢鹿县

，

吉林敦化县
，

河南平顶山

市
，

广东惠阳地区已有少量引种
，

据反映
，

表现较好
。

花 园 薯 � 号

品种来源 黑龙江省花园农场用丰收作

母本与花 ��� 作父本杂交育成
。

原 代 号 花

����
一
��

。
����年经黑龙江省农作物品 种 审

定委员会审定并确定推广
。
���。�����年参

加黑龙江省区域试验
，
比对照品种克新 �号

增产 ��
�

��
。
����� ����年生产示范

，

平均

亩产切��
�

�公斤
，

比克新 �号增产��
�

�沁
。

特征特性 植株直立祖壮
，

株型开展
，

分枝少
，
主茎���个

，

株高�����厘米
，
叶

片大小中等
，

花白色
，
花器健全

，

有自然结实

习性
。

块茎大而整齐
，
单株结薯���个

，
白皮

白肉
，
芽眼中等深浅

，

葡甸茎 短
，

结 薯 集

中
，
结薯早

，
干物质积累快

，

淀粉含量���

左右
，

食味良好
，

较耐贮藏
。

生育期 ��� 天

左右
，

抗卷叶病
，

较抗环腐病
，

对���� 耐

病
，
抗晚疫病中等

，

育轻微花叶病
。

栽培要点 一般每亩种植不要超过����

株
。

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一般 �月上
、

中旬

播种
，
�月下旬或 �月上旬收获

。

分布范围 主要分布黑龙江省黑河
、

嫩

江等地区
。

�上接��页�

皿中的发芽试验的发芽率相同
。

因此
，

这种

方法能克服直播法发芽不齐的缺点
。

如图 �所示
，
缺苗穴率

， ‘

�克处理 区占

���
，
�克处理区���

，
�克处理区��

，
�

克处理区 ��
。

因此
，

要把缺株穴率控制在

��以下
，

必须使每��升床土混合 �克以上

的实生种子
。

如果栽植距离定为 ��� ��厘

米
，

每����米
�

保苗 ����株
，

那么就需用床

土��升
，

实生种子��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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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黑龙江省 ���������年马铃薯平均产量水平

产量水平 范 围�市
、
县名称�

哈市区
、
阿城

、

呼兰
、

牡市区
、

宁安
、

高 东宁
、

虎林
、

鸡东
、

铁力
、

宾县
、

鲜童 ��� 双城
、
五常

、
巴彦

、
木兰

、

延寿
、

谕河
、

甘南
、

林甸
、

克山
、

克东
、

公斤�亩 绥化
、
海伦

、

肇东
、

望奎
、
兰西

、

以上 肇州
、

肇源
、

富锦
、

黑河
、

北安
、

五大连池
、

德都
、

漠河
。

马铃著面积�亩� 总产量�折粮吨� 占总耕地 ���平均亩产�公斤�

������� 鲜重 ���
�

�万 吨 ��
，

�� 鲜重 ���

中

鲜重

���一���

公 斤�亩

齐齐哈尔
、

绥芬河
、

穆棱
、

林 口
、

密 山
、

佳水斯
、
鸡西

、
鹤岗

、

双鸭

���
、

大庆
、

嘉荫
、

尚志
、

龙江
、

泰来
、

拜泉
、

青冈
、

安达
、

庆安
、

明水
、

绥棱
、

桦南
、

桦川
、
同江

、

嫩江
、
逊克

、
孙吴

、
塔河

、
地直

、

省劳改局
。

������� 鲜重��
�

宫方吨 ��
�

�� 鲜重 昭�

低

鲜重 ���

公斤�亩

以下

海林
、

伊春
、
七 台河

、
勃利

、

通河
、

方正
、
依安

、
杜蒙

、

富裕
、

依兰
、

集贤
、
宝清

、
汤原

、
绥滨

、
萝北

、

饶河
、

抚远
、

呼玛
、

省农场局
。

������ 鲜重��
�

�万 �吃 ��
�

�� 鲜重 ���

表 �
�

黑龙江省 马铃薯品种分布现状

地 区 自 然 特 点

�
‘

一
一一一

�� 曰� 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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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育 日数 种 植 范 围 代 表 品 种

北 部 地 区 气候冷凉
，
黑土丘陵

南 部 地 区 气候温和
，

地势平坦

铁延 山边 区 气候多变
，
虫害重

东 部 地 区 低注 易涝
，
自浆 上

西 部 地 区 风砂干 早
，
盐碱土

���� ���

��������

���� ���

���� ���

���� ���

绥 化 以 北

绥 化 以 南

谈力
、
通河

、
尚志

、

方正
、
延 寿

佳木斯以东
，
壮丹江一带

肇 东 以 东

克新���号
，
北薯 �号

克新 �
、
�号

，
东农���

红芽眼
，
麻土豆

克新�
、
�

、
�号

，
东农���

克新�、
�号

�二� 生产条件综合分析

�
�

白然条件对马铃薯的影响

马铃薯是喜欢温凉气候的作物
，

既怕霜

冻
，
又怕高温

，
结薯期的最适温度是��℃左

右
，

超过�� ℃时块茎生长缓慢
，
超过�� ℃时

植株呼吸作用增强
，

致使养分消 耗 超 过 积

累
，

从而块茎停止生长
。

气温 降 到 ���℃

时
，

植株和块茎全部冻死
。

块茎受冻后
，
芽

眼死亡
，

不能作神
，

受冻后的块 茎 萎 蔫 渗

水
。

失去商品价值
。

我省除呼玛以北的小部

分山区属寒温气候外
，
大部分地区均属

、

中握

带
，
气候温凉

，
无霜期短

，

春种 秋 收 一 季

作
，
生育期间最高的月平均气温为����� ℃ ，

适于马铃薯的正常生长发育
，

同时昼夜温差

大
，
有利于块茎干物质的形成和积累

。

我省

有教积温 在 ��������� ℃ ，

个 别 山 区 在

生��。 ℃左右
，
均可满足马铃薯的生育要求

口

爆度也是影响马铃薯退化的重要外因
，

与留

种和种薯质量有密切关系
，
因此温度是区划

的主要依据之一
。

马铃薯生育明间需水量较大
，

每形成 �

公斤于物质
，
需水量约为�������公斤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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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
，

有漫川漫岗的丘陵和松嫩平原以及半山

区和山边地区
，
土质肥沃疏松

，

土层深厚
，

气候湿润
，
适宜马铃薯的生育

。

这一地区人

口稠密
，
经济较发达

，
交通方便

，

故马铃薯

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高
，

为我省马铃薯出口和

加工的基地
。

近年来随着极早熟品种东农 ��� 面积的

逐年扩大
，
解决了城镇蔬菜淡季市场的供应

问题
，
并促进了马铃薯全粉

、

炸片等深加工

的发展
，
商品薯出口量也在逐年增加

。

特别

是随着松哈平原地区的良种繁育 体 系 的 形

成
，

使这一地区成为我省南部的种薯生产基

地
。

其种薯在全国 �� 个省市地 区 发 挥 作

用
。

本区半山区和山边地带有二十八星瓢虫

为害
，

且栽培较粗放
，

故产量偏低
，

未能发

挥生态优势
，
今后应提高栽培技术

，

增施肥

料
，

防治害虫以提高产量
。

发展马铃薯加工

业
，
迅速研究出适宜加工方式及适于国情的

生产工艺
，
适销对路的产品

，
以促进本区马

铃薯的发展
。

半山区和 山边地带
，
应 以提高

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为重点课题
。

�
、

西部次适宜区

本区包括泰来
、

杜蒙
、

大庆
、

安达
、

兰

西
、

肇东
、

肇州
、

肇源等 �个市 县 �旗�
。

马铃薯栽培面积占全省 的 ��
�

侧 �
，
总产量

占全省的��
�

��
。

本区位于 �月份平均温度在��℃一线以

南
，

干燥度在 �
�

�
，

多为风 砂 干 旱
、

盐 碱

土
，

土质板结瘩芯
。

发展水利
、

改 良土壤
、

增施粪肥以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是本区

当务之急
。

从发展畜牧业的角度出发
，

马铃

薯作为饲料作物在本区仍有发展前途
。

�
、

东部次适宜区

本区包括勃利
、

桦南
、

七台河
、

密山
、

虎林
、

双鸭山
、

桦川
、

绥滨
、

集贤
、

宝清
、

富锦
、

饶河
、

同江
、

抚远等��个市县
。

马铃

薯的面积 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
、

�� �
，

单

产较低
，

总产量占全省的 �
�

��
。

本区气候温和湿润
，

组然气温
、

雨量等

生态因素与南部适宜区相似
，

但 由于地势低

平易涝
，

土质多为自浆土与沼泽土
，
不利于

马铃薯的生育
，

故单产不高
，

总产不稳
。

马

铃薯在本区的分布不均
，

且退化较重
。

本区

发展马铃薯应 以改良上壤
、

增强排涝没施
、

选用良种
、

提高栽培技术为主要手段
。

四
、

讨 论

�
，

戈经区的最终目的是促进马铃薯种植

业的发展
。

但不等于说要在最适宜区强化发

展马铃薯的种植和在次适宜区限制马铃薯的

发展
。

而是说在各区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允

许的情况下
，

适当地凋整种植比率
，

以便充

分发挥各区的 自然优势
。

合理调 整 生 产 布

局
，

做到既保证我省商品粮基地建设又不使

马铃薯与其他作物争地的合理规划
。

�
�

马铃薯种植区划可充分发挥 自然生

态优势
。

但马铃薯单产水平的提高还要靠优

良的品种
、

先进的耕作栽培技术及完善的良

种繁育体系加以保证
。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本

文未曾论述
，

待见 《 黑龙江省马铃薯采种区

划 》 一文
。

�
�

从研究我省马铃薯种植区划的过程

中看到
，

各地马铃薯的生产水平相差很大
，

存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

通 过区划进行马铃

薯生产合理的布局
，

在稳定而积的基础上
，

应 以提高单产水平来求得总产的提高
。

�
�

在北部最适宜区和南部适宜区应采

取不同的留种方式
，

建立不同形式的 良种繁

育基地和体系制度
，

提高种薯质量
，

为全省

和全国提供优质种薯
。

本 区 划摘要 发 友
。
恋 加 卞区 划秘 究的 述 有张畅副教授

和 李 景华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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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黑龙江 省统计局 � ��魂�� ����年统计资料汇编
。

〔 � 〕 滕宗场
、

张畅
、

王 永 智
�
我国 马 铃薯栽培 区 划 的研

参 考 文 献 究
， 《 马铃薯科学 》 ， ����年第 �期

。

〔 � 〕 黑龙江省克山农业科学研究所 �
马铃薯采种区划的研

〔 �〕 黑龙江省农 业区 划办 公宝和 黑龙 江省农业区划 研 究

所编
�《黑龙江 省综 合 农业 区 划》 ，

黑 龙江朝鲜民族出

版社
，
����

。

〔 � 〕 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编 � 《黑 龙江 省气候志》 。

〔 �二黑 龙江省土地测绘 局 � 《 黑龙 江省地 形 图况

〔 � 〕 东北 农学院编 � 《 农业土壤学 》 。

〔引 学习与探索杂志社
� 《黑龙江省经济年鉴 》 ，

����
。

究
， ’

��弓，年农业科 技资料汇编
。

〔 习 〕 黑龙江省克山农业科学研究所 �
黑龙礼省马 铃薯作物

主产 区简明区 划报告
。

〔��〕 黑龙云青农业科学研究所
�《 马 铃薯栽培 》 ，

黑龙 江 人

民出
补

版社
， �牙��

。

〔��〕 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所 �
国 外农业科学资料 �马铃薯

专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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