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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县地区马铃薯生产发展的途径

吴 垦

�四川省城 口县科委�

马铃薯和水稻
、

小麦
、

玉米一样
，

是世

界上四大作物之一
，

欧美各国极 为 重 视
。

我国栽培历史也已 ��� 多年
。

由于它 产 量

高
，
适应性广

，

抗逆性强
，

生长期短
，

营养

丰富
，
已成为深受我区群众欢迎的粮菜兼用

作物
。
����年全区马铃薯播种面积达 ���万

亩
，
比����年增长 �

�

�倍
，
占全区小春播种面

积的��
�

�� � 总产��
�

����万吨 �折主粮�
，

比 ����年增长 �
�

�倍
，
占全区小春产量的

��
�

��
。

近年来
，
因调整农业结构

，

全区马

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小春播种面 积 的 ��� 左

右
，

其产量仍占小春产量的�� �
。

其中东边

的巫溪
、

巫 山
、

奉节
、

城 口等山区县的马铃

薯产量占小春产量的�� �左右
，

达全年粮食

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

因此
，
马铃薯在我

区粮食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全区白

然条件适宜
，

增产 替力大
，

有发展前途
，

急

待综合开发
。

为适应农村产业区域化
、

专业

化发展方向
，

充分发挥作物优势
，

大力发展

马铃薯生产
，

对促进山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

一
、

万县地区马铃薯生产的基本条件及

发展状况

�
�

自然条件适宜

万县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部
，
长江三峡

西段
，
跨大巴山中山区

，

巫 山
、

七耀山低中

山区和盆东平行岭 谷 区
，

东 经 ���
�

��
‘ 、

���
�

��
，
北纬 ��

‘’

��‘ 、 ��
�

��‘ 。

全区属亚

热带湿润季风区
，

全年平均气温 在 ��
�

��

��
�

�℃ ， 》 ��℃ 的农 业 积 温 在 �����

����℃ ，
海拔��。 。米左右地带也在����℃ 以

上
，

无霜期�������天
。

区内相对湿度���

���之间
，
西部大于东部

，

年降雨量���。�

���。毫米
，

冬季降雨稀少
。

一年之中
，
四季

分明
，

雨热同季
，
温湿适度

，

水热充足
。

兼

受太平洋
、

印支洋季风影响
，
而不受台风威

胁
，

寒潮冷锋也较轻
，

冬无严寒
，

宜于喜凉

作物马铃薯的生长
。

我区马铃薯又主要分布在 大 巴 山
、

巫

山
、

七暇山地带
，

包括城口
、

巫溪
、

巫山县

以及奉节东部
、

开县北部
、

云阳县南北两端

的地段
。

该地段多为 山地黄壤
、

棕壤
、

石灰

土
、

草甸 土类型
，

呈微酸性
、

中性
、

微碱

性
，

适宜种薯类作物
。

�
�

产量稳
、

潜力大

我区马铃薯平均单产
，

自��年代后期以

来长期徘徊于�������公斤左右
，

按 �折 �

计算为 ������ 。 公斤主粮
，
比小春的 小 麦

单产 ������公斤增产 ���、 ��
�

��
，
已成为

山区农村的主栽作物
。

由于马铃薯脱毒薯的试验
、

利用及农业

技术的配合
，

其单产有了突破
。
����年城 口

县棉沙乡试种巧 亩脱毒薯
，
平均单产����

�

�

公 斤
，

其中 �
�

�亩带状种植的脱毒薯单产达

����公斤� ����年该县示范带状种植 ����

亩
，
平均单产达����公斤

，
最高单产达��。 。

公斤
。

从全区��个试点资料看
，

增产幅度在

��
�

�����
�

��之间
。

�
�

种植面积大

解放以来
，
我区马铃薯生产发展较快

，



马铃 瞥杂 志
，
第 �卷

，
第 �期

·
�，吕�

�洲火年种植而积只丫�
一

丫�万亩
，

�，红�年发展

叫��万亩
，
了，�洲「发屁到 ���万 亩

�

�，��年

发哎到 �肠 万亩
，

扩大近 ��信
“州� ，

由

����年的�〕��公斤到 ��舰 年的 己��公斤
，

增

长 �
�

��倍
。

于
，
�
，
植而积占 �卜区 旱 地 听 积 的

��
�

�夕石
。

马铃薯在全区小草衬良食不
�’了汀很认 要的

了袱狱
。

如���犷并货区小春实播 注兄 万 �汀
，

共

�
。
马铃薯亏肠万亩

， �
勺��

�

��
， ， 一

决 占 ‘ �
尔边 几 个 �她义县的比重更大

�

工溪县又���年

专 马铃薯播补面积占小春面积的�几�
， �七获

占小春面积的 几 �
。

城 口县 �，�吕 乍春马铃

茸播种面积占小春的���
，

产全占小寿产最

的��
�

了� � �，��年城 口县李马铃薯播砂叮积

占小春面积的�� �
，
产量占小春的��

�

��
。

近年来
，

国家
、

省把我们地区列为贫困

�也区
，

多数县划为贫困山区县
。

要 摆 脱 贫

困
，

首先要解决温饱
，

解决温饱不 谁回避粮

食生产
。
�皿山区受到交通运输

、

地万财力和

农民购买力等诸方面因素的制为
，

解决贫困

上区县的粮食问题的根 水出路
，

仍要立足于

科学上山
，

集约经营
，

趋利避害
，

提高丝

产
，

就地就近解决粮食问题
�

力争散到丰年

自保
，

灾年少调
。

在山区粮食车衡巾
，

马铃

曹是最根本的作钧之一
卜

只要 》 ��℃ 以上积

温 �。 。
一

� 都介正常生长 种竺 引浪可推到海

拔����米以上
，

且单产比目前其它 小春作物

高
、

稳
，

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不该离开此

当家作物
，

必须稳定面积
，

提 苟护产
，

注意

深加工的开发
，

使该作物为山区脱贫致富发

挥作用
。

二
、

万县地区马铃薯生产存在的主要问

题

�
�

缺乏健全的 良种繁育体系

浅区��年代末兴起的地
、

县脱毒薯繁育

体系
、 又区溪县洪池坝种薯场

，

因农业结构调
�

晓而消失了
。
����年 �月�� 口

，

国家标准总

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马铃典

种薯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 �试行� 没 仃 落

实
。

当前
，
普遍存在种薯和食用薯不分的 砚

象
，

更缺乏推行有效的保护
、

留 种 措 施
。

地
、

县没有自己的原种繁育体系及种薯
，
与七

墓地
，

种薯混杂严重
。

�
�

马铃薯的病虫害仍是生 产的 犷 要 成

胁

因繁育体系未健全
�

找区的种薯来源
，

一是靠高山换种 � 二是靠到外地大调大运
。

这种调运
、

自换
，
又未经过严格检疫

，

带
一

书了品种杂
、

乱
，
带来了病害的传播

。

如

浸染马铃薯的轻型花叶
、

皱缩花叶
、

卷叶
、

紫顶等病毒病传播很快
。

据调查
，

这类的病

态株在部分地块可达������
，
带来大面积

种性退化
。

加之我区高山的粉痴病
，
大面积

上的晚疫病
、

黑胫病没有根除
，
也会随种薯

传播蔓延 ， 过去没有的虫害
，

如块茎蛾
，

也

会随种薯调运带进山区
。

种薯质量低劣
，
直

接影响大面积生产
，
影响发展

。

�
，

自产自销
，
产品利用率低

我区的马铃薯生产除留种外
，

华本上是

解决山区农民的食用
、

畜用饲料
，
日 产 自

销
。

因交通不便
，
农村也只有小量的淀粉加

工
、

粉条加工
，
没有形成商品

，

利侣率低
，

影响农民向深度发展的积极性
。

�
�

有关部门有松劲思想
，
没有坚持 抓

该项作物的技术队伍

我区的马铃薯生产
，

在��级代初以前抓

得紧
，
上得也较快

。

那时
，

地区农业
、

科

技等部门密切合作
，
列入计划

，

组织攻关
，

各县也积极开展试验
、

示范
、

推广工作
， �

匕

下协调
，
有一定成效

。

近几年因工作重心转移或抓 经 济 工 作

上
，

农业生产有所放松
，

马铃薯生产排不上

位置
，

地区农科所原 �人左右的薯类组瓦解

了
，
地级有关部门也无人抓该作物

，
尚有

一

少

数县有人抓
，

但技术力量薄弱
，

很不适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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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发展的需要
。

三
、
万县地区马铃薯生产发展的途径和

猎施

在我区农业中占有重耍位置的马铃薯生

产
，

应在稳中求发展
，

设想到本世纪末
�

全

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 ���万亩
，

单

产达到 ����公斤
，

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

其价值将随着系列产品深入开展
、

轻工业的

发展大大提高
。

为此
，

我们应采取有 效 措

施
。

�
�

建立健全以防治病毒病害为中 心 的

马铃薯 良种繁育体系
，

同时积极推广良手�
‘

当前我区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长期没有

多大变化
，
除管理粗放外

，
三
�

要是种薯混杂

退化
。

这是因马铃薯繁殖方式和薯块极易带

病的特点决定的
，
只有建立体系解决才是有

效彻底的
。

��� 马铃薯脱毒种薯和从无性繁殖系获

得优质种薯是马铃薯 良繁体系的基础
， 首先

应在复苏脱毒种薯体系的基础上
，
设想����

年全区种脱毒薯 ��� 万亩
，
每亩 增产���

公斤
，

全区可增产 �
�

�亿公斤
。
同时

，

通过

单株选择获得的无性繁殖优良株系也是原种

及 良种种薯来源
。

���积极推广优 良品种
。

优 良品种的推

广
，
是农业增产的重妥措施

。

我区 �� 年代

后期
，

推广巫峡马铃薯
，
代替了当地的米

、

柴
、

牛头
、

老林等马铃薯
，

单产由�，��年的

���公斤上升到 ����年的 ���公斤 � 的 年代

淮广万农 �号
、
�号

、

苏联红等品种
，

单产

达到 �� 。 公斤 � �� 年代推广疫不加
、

马 尔

科
、

德益、 巴山白等良种
，
单产 达 到 ���

公斤
。

初步设想
。

刊太世纪末全区马铃薯品

种更换一次
，

每亩淤产 ��� 公斤
，
即可增产

�亿公斤
。

��� 润地制宜
，

采用有效的留种方式
。

我区系一
、

二季混作区
，
应大力推广秋薯留

种
，

提倡高山的夏播留种
。

��， 为切实保证 良繁体系的健全
，

农业

主管部门应加强 良繁体系的领导
，

种子管理

部门应按发布的标准加强指导
、

监督
，

力争在
“
八

·

五
”
期间内健全地

、

县
、

乡三级 良种

繁育体系
。

�
�

努力开展马铃薯综合利用的 科 研和

生产工作

马铃薯的经济价值
，

不能仅限于 目前的

食用和种薯生产
。

据国外介绍
，

加工范围极

其广泛
，

通过加工后其效益将增加数倍以至

数十倍
。

我区巫山县筹建的淀粉厂
、

巫溪的

银丝粉厂 已为其深加工开发走出了路子
，

但

多数山区农村还应提倡个体
、

联营 搞 粗 加

工
，
逐步向深加工过渡

， �

为马铃薯发展打开

销路
。

�
�

继续推广栽培上有效的增产措施

整薯播种
、

配方施肥
、

带状种植
、

防治

病虫害
、

贮藏
、

保 神等食
一

效增产措施
，

应继

续推广
，

地膜栽培应逐步试验
、

推广
。

�
�

加强马铃薯的科研工作

我区的马铃薯科研工作有一定基础
，
��

年代选育了巫峡品种
� �。年代选育出万农 �

号
、
�号品种 � ��年代淮广疫不加

、

米拉
、

马尔科等
。

地
、

县 已初步形成马铃薯科研队

伍
。

近年来
，
因放松了农业

，

这支队伍解体

了
。

为适应马铃薯生六发履的需要
，
必须在

近期内逐步充实
、

完善科研队伍
，

地区农科

所应成为我区马铃薯科研中心
，

每年向各县

特别是山区县提供一定数量的优质原种或脱

毒苗 � 生产县应抓好县里的原种繁殖场
，
向

重点乡繁殖基地提供合格种薯
。

�司时
，

还要

加强高产栽培
、

深加工等研究
。

为 了提高研究水平
，

地 区应定期培训技

术骨干
，
召开学术讨论会议

，

促进学术交流

和科技情报交流
。

�
�

各级领导必须重视马铃薯生产 的 发

展

马铃薯的蛋自质含量高于小麦
、

水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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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马铃薯高淀粉育种

唐 洪 明

咬内篆 古农科阮 马铃薯 小作物研究所�

第一节 我国马铃薯淀粉

生产和加工概况

近一二十年来
，

欧美各国大力发展马铃

薯加工业
，

尤其是美国在食品方面的加工
，

��年代己占马铃薯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

我国

马铃薯的加工和综合利用
，

随着乡镇企业的

发展
，

农材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
已开始引

起人们灼重视
，
有的马铃薯生产区正在发展

各项马铃薯的加工寡业
， 一

可以预料
，

不久的

将来我国马铃薯作为相工原料生产
，

必将��’
一个较大的发展

。

马铃薯的干彻质�约为块茎重昼的����

中
，
淀粉为其主要成分

，

约为���幼环
。

马铃薯淀份通过无机酸或生勿畴制刘进

行水鲜
，
可得到高纯竟的葡萄塘 � 若将液体

葡萄糖用异沟酶进行异沟化反厘
，
佗特其中

一郁分葡萄塘转 �纽为果搪 组成果糖和葡萄

糖的混合喻印为果葡塘浆
。 。

葡萄糖可用于

医药和食品 讼工
，

果葡塘浆可代替蔗塘用于

食品工业
。

目前
，

葡萄糖各地已有生产
，

但

供不应求 � 果葡糖浆目前仅有安徽省和陕西

省少数厂家开始投产
，
远远满足不了我国食

品工业的需要
。

马铃薯淀粉还可通过化学反应
，

改变其

分子中某些葡萄糖单体的化学结构
，
产生一

种新型变性淀粉
，

称为淀粉衍生物
。

这种淀

粉衍生物品种繁多
，

可广泛用于 食 品
、

医

药
、

造纸
、

纺织
、

化工
、

冶金
、

建筑
、

三废

治理以及农林业等各个方面
，
国外这项研究

发展很快
，
我

�

国已开始研究
。

此外
，

马铃薯

淀粉还可加工粉丝
，
作为填充料和制作精淀

粉等等
，
用途相当广泛

。

马铃薯还可作为饲料
，
苏联用于饲料为

总产量的��、 ��� ，
西欧各国为������

，

而个别年份甚至达到���
。

我国用于词料不

多
，
约为��缄

。

马铃薯作为饲料
，

在大多数

情况下由于淀粉含量低
，
一个饲料单位的价

格是较高的
，
因其要消耗较多的块茎

。

如果

提高块茎中的淀粉含量即可大大荞刹康其饲料

单位的价格
。

与马铃薯块茎一般 淀 粉 含 量

����左右�
」

比较
，
如将其淀粉含量提高到

��
�

��
， “ 个饲料单位即可节约�，

�

。 �的块

茎
，
而淀粉含量提高到������

，

狱可节约

�� 、 肠纬的块茎
。

因此
，

将马铃 薯 作 为 词

料
，

提高块茎的淀粉含量则可大福度地�令低

畜产晒豹成本
。

因此
，
马铃薯作为加工以料 和 伺 料 生

产
，

�

都要求马铃薯块茎的干初负或淀淀含堑

高
，

也就是买求提高马铃薯单位百识的淀粉

产量
，
使其利用率提高

，
以际低生产成本

。

我国当前生产上淮广的马铃薯品种
，
大多淀

粉含量不高
，
不能满足加工工业等多方面的

，二 ，‘ 屯 一胜义
一�

飞
、 �二泣终七飞

�，尧决兑 之，二 �之，七二，
离户 ‘气召乡丫三二飞‘沪

‘二
浏�之尧夕‘ 尧 几 补飞

、

�
�

红姿
了
��页�

玉米等主要粮食作伪
，

而且质量高
。

从开发

蛋白质资源
，

提高蛋白质利用率的角度看
，

这是一种大有发展前途的作物
。

马铃薯生产

的好坏
，
直接关系着人们的温饱

，
影响地区

的经济发展
。

各级领导应将马铃薯的发展列

入议享 只程
，

象抓水稻
、

玉米
、

小麦一样排

上位置
，
不能松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