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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我县粮盒生产中的

地 位 及 发 展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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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马铃薯在我县粮食生产中的地位

马铃薯是川边山区的主要粮 食 作 物 之

一
，

在我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解放后
，
我县马铃薯生产 发 展 很 快

。

��魂�年全县播种面积为 �
�

�� 万亩
，
总产�既

万公斤
，
����年发展到么�

�

�万亩
，
总产达到

����
�

�万公斤
，
��年面积增长了 �

�

�倍
，

产

量增长了�
�

�倍
，
人均占有量增长了�

�

�倍
。

、
����年

，

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全县粮食作

物面积的 ��
�

��
，
占小春粮食作物 面 积 的

��
�

��
，

产量占全县粮食作物产量的�工
�

��
，

占小春粮食作物产量的 ��
�

��
，
农 业 人 均

��
�

�公斤
。

���。米以上的高寒山区
，
马铃薯所占的

比重就更大了
。

以����年为例
，
播种面积为

�
�

�万亩
，

占同海拔粮食作物面积的 ���
，

占小春粮食作物面积的��
�

��
。

马铃薯产量

占同海拔粮食作物产量的��
·

��
，

占小春粮

食作物产量的���
。

����年
，
马铃薯在玉米

、

红苔
、

水稻
、

小麦 �种粮食作物中
，

面积
、

产量仅次于玉

米
，
高于其它作物

，
居第二位

。

由此可见
，
马铃薯在我县粮食生产中

，

在山区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二
、

发展马铃薯生产的技术措施

�
，

主攻单产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推

广行之有效的增产技术
，

如选用 良种
，
推行

幼
、

健
、

整薯播种
，
大窝栽培

，
增施底肥

，

多次培土
，
防治病虫

，
改进栽培制度和方法

等
。

�
�

建立良种繁殖基地
。

我县是驰名全

国的
“
巫峡洋芋

” 的培育地
。

��年代培育出

的巫峡 �号
，
巫峡 �号等马铃薯良种推广到

省内外 ��� 多万公斤
，
此间

，
又引进

、

鉴定

米拉马铃薯在全县推广
，
进行马铃薯实生薯

选用
，
茎尖脱毒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

马铃

薯防止退化应用技术的研究等等
。

县 良种繁育基地应选择在交通方便
，

气

候冷凉
，
媒介昆虫少

，
作物单一

，
有一定 自

然隔离条件
，
土舞较为肥沃的地方

。

基地的

任务是
�
引进鉴定

、

选育马铃薯新品种� 生

产一级良种� 开展马铃薯防止退化应用技术

的研究及高产栽培试验研究
。

基地上应配备

�、 �名技术干部 ，
加强技术指导

。

有条件的

乡也相应建立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
生产二

三级良种
，
就地推广

。

�
�

落实防止马铃薯退化的有效措施

� ���单株系选
。

采用单株选择
，
分系比

较
，
优中选优

，
优系扩大繁育的方法

。

这样

可以将带毒量低
、

生产力高的单株选择和繁

殖起来
，
大力提高优良品种的种性

。

���块选
。

在单株系选所收 获 的 块 茎

中
，

将病
、

劣
、

畸形薯淘汰
，
选择个头大小

中等
，

薯皮光滑幼嫩
，

皮色鲜艳不褪色
，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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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规整
，

芽眼深度正常
，

具有本品种特征的

薯块作种用
。

一 ，��� 秋播留种
。

秋播留种是防止退化的
月

有辣措施
。

在春薯收后
，
通过贮藏

，

自然或

人为地通过休眠期
，
于秋季播种

，

冬季收后

的薯块作来年春播种薯
。

秋播避免了夏季高

温的影响
，
使生育期

、

结薯期处于冷凉的条

件下
，
所收获的种薯种性提高

，

退化径
、

产

量高
。

秋播留种应注意两个问题
�
一是选好

品种
。

秋播品种应选择早热 �生 育 期 ���

���天�
、

退化轻
、

食荞眠期短
、

休眠深度小的

丰产品种 � 二是春薯适当早播早收
，

这样既

能延长马铃薯的生育期
，

提高春播产量
，

又能

提早收获
，
减少病毒在块茎中的积累和夏季

高温对结薯的不利影响
。

��� 整薯播种
，
适当密植

。

整薯播种可

以有效地防治环腐病和多种病毒 的 传 播 蔓

延
。

春秋都应采取整薯播种
，
留种田要加大

密度
，
每亩���

�

�万株
，
以便生产�����克

重的小薯块
。

�上接��页�

脱毒
，

单节扦插高倍繁泣
。
�，�。年在扎兰屯

市哈拉苏乡建立适合我盟 自然区划的良种繁

育体系模式
。

实线汪明
， �说毒薯比不脱毒增

产��
�

�” �三
�

��
。

��阳 ” ����年
，
马铃薯育种和 良繁体系

被列入国家科委重点攻关项 目
。

“
七

·

五
”
期间

，

我们胜续开展品种间杂

交育种
、

近缘栽培种种间杂交育种
，

自交系

选育与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

高淀粉育种
、

茎

尖脱毒和病毒鉴定及种质资源的研究
。

呼盟农科所是一 个以马铃薯为主的研究

机构
。

在马铃薯研究方面
，
不论是迸度

、

广

度和占有的材料上
，

在国内都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该所马铃薯研究室
，
在

“
六

·

五
” 、 “

七
·

五
”
马铃薯重点项 目攻关识润欲出了贡献

，

先后培育出呼自��吕
、

呼�����
一 ��

、

呼����
、

呼单 ��
一���

、
����

、
炸乎单�三

一
��� 等新品种

�系�
。

农艺师姜兴亚
，
少习高代优良自交系

与轮回选择的新型栽培种杂交选育出来的呼

�
� 、

呼�
、

呼 � 。
等单交种

，

经国内同行专
，

家鉴足验收认为
�

是国内首创
，
达到了画际

水平
。

但是
，
我盟在马铃薯种薯科研和生产上

还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
，
必须引 起 足 够 重

视
。

为此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
�

建立健全以防病为中心
、

说毒薯为

内容的良种繁育冰系
。

�
�

加强肥培管翌 做到种地养地
，

达

步扩大播种面识
， ，

提高 羊位而积产量
。

�
�

建立马铃薯综合利用加工业
，
开拓

产品销售市场
，

实行产供消一条龙
。

楼
�

力口强研究工作
，

培训技术人才
，

鼓

励在职科技人员下乡串户开展位术咨询
、

技

术交流
、

技术服务
。

�
�

加强科衍成果应用
、

推广工作
。

建

立具有隔离条件和排灌设施的采种基地
，
生

产杂交实生种子
，

以解决西南山区用种及出

口创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