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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地区马铃薯种植区划及发展方向探讨

杨
已，

不
�大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

一
、

概 况

大理市位于棋西低纬高原地带
，
具有冬

赘翼藻
、
四季如春

、

冬暖夏凉的温凉气候特
�

真石最冷为 �月份
，
月平均气温 �

�

�℃� 最

热为 �月份
，
平均气温 “ 。

�

�℃ ， 年平均气温

工家�℃� 历年极端最高温低于�� ℃ � 极端最

低温高于 一 �℃ 。

光照强
，

光质好
，
全年日

熏时数为����
�

�小时
。

年降雨量为����
�

�毫

米
。
土壤熟化程度高

，

耕层深
，

结构良好
，

有机质含量高
， �� 值为 �左右

，
为发展四

季马铃薯生产
，
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 自然 条

件
。

�
�

海拔在����米左右的洱海西岸平坝

尽
，
推行稻后冬播马铃薯净作

， ��月至 �月

播种
，
�月底至 �月初收获

。

品种以紫皮洋

芋
、

白洋芋
、

克榆 �号为主
。

常年栽培面积

���������亩
。

亩产鲜薯���������公斤
。

主，��、 ����年的��年间
，
就栽培面积而言

，

” 乐�年最少 ����。亩�
，

单产鲜薯�
·

，��公斤
，

衷弱�年最多 ����。亩�
，
单产鲜薯���公斤

。

就平均单产而言
，
����年面积����亩

，

平均

亩产鲜薯���公斤 � ����年面积 ����亩
，

单

产����公斤
。
总趋势是

�

��年代面积逐年有

所增加
，

单产逐年下降
� ��年代面积稳定在

���������亩
，
单产�������公斤 � ��年代

以来面积增加到�������。 。亩
，
单产上升到

�������盼公斤
。

�� 海摸在 叩�������米的高寒 山 区

�如花甸澳�和海拔居于����、 ����米的平

坝边缘的山区或半山区地带 �如 风 仪 的 三

哨
、

后 山以及海东
、

挖色的部分 山 地�
，
本

区以春播马铃薯一季净作为 主
。
�、 �月 播

种
，
���月收获

。

品种仍以紫花洋芋
、

白花

洋芋和克榆 �号为主
。

据����、 ����年历时

��年统计
�

栽培面积����年为 �����亩
，
单

产鲜薯���公斤 � ����年下降到���亩
，

单产

鲜薯����公斤
。
��年代面积由����年的����

亩逐年增加到 ����年的 ����� 亩
，
单产由

���、 ����公斤逐年下降到���公斤左右
。
��

年代面积由����年的����亩逐年下降到��了。

年的����亩
，
单产�������公斤

。
��年代面

积由����年的 ����亩逐年减少到 ����年的

���亩
，

单产回升到 �������公斤
。

�� 年代

以来面积稳定在 ����亩左右
，

单产提 高 到

���、 ����公斤 。

其中
， ����年���亩面积单

产����� �公斤
。

��年来的总趋势是
�

产区分

散
，

交通不便
，
栽作栽培粗放

，
面积逐年缩

小
，
产量不高不稳

。

�
�

��年代以来
，
随着以玉米为主的旱

作多熟制的试验
、

示范
、

推广
，

在框苫公路

以西至苍山脚下一带
，
又兴起了以玉米套种

马铃薯
，

使一年两熟的轮作耕作制变为一年

三熟的轮作耕作制
。

品种以克榆 �号
、

冬薯

�号
、

红皮洋芋等克疫系为主
。

玉米套种秋

马铃薯
，
马铃薯在立秋前播种

，
立 冬 前 收

获
，

两种作物共生期以不超 过 ����� 天 为

宜
。

马铃薯全生育期为��天左右
。

��年代末

至��年代初
，
秋马铃薯面积曾发展到�����

����亩
，

亩产鲜薯为 ��������公斤
。

从旱

作多熟发展我市的粮
、

薯
、

粮或粮
、

薯
、

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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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农业结构角度看
，
玉米套种秋马铃薯是

一种较有发展前途的耕作栽培制度
。

�
�

����年从内蒙引入
“
克疫

”
实生籽

进行实生薯选用以来
，

夏播马铃薯的试验
、

示范
、

推广工作逐步有所发展
。

马铃薯在我市的多季栽培是一个客观的

历史事实
。

正确地估价该作物在我市农业生

产中所占的地位
，

让该作物发挥更大的增产

潜力
，
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

二
、

种 植 区 划

区划的原则和依据主要是
�

� 满足国计民生需要
，
即城乡居民菜

薯需要
，
自销剩余部分供外地作商品薯 �

�
�

与其它同季作物统一布局
，

合理协

调
，

适当安排种植面积 �

�
�

根据马铃薯对生态环境
、

条 件 的 要

求
，

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作出适当安排 �

�
�

根据当地耕作栽培技术水平进行合

理种植 �

� 种植区划尽量与行政区划相结合
，

便于指导生产
。

种植区划以乡为最小单位
。

按上述原则和 衣据将我市马铃薯区划为

�种不同类型的耕作栽培制
。

以地理位置
、

地貌
、

作物种植制度为据
，

将我市四季马铃

薯种植业分区命名如下
�

�
�

海酉平坝稻后冬播马铃薯适宜区 �

�
�

花甸高山
、

风汉
、

海东山地一季春

马铃薯适宜区 �

�
�

苍山脚下玉米套种秋马 铃 薯 适 宜

区�

�
�

荒山坡地茶木果园间种夏马铃薯适

宜区
。

三
、

发 展 方 向

马铃薯在我市虽然种植面 积 不 大
，
但

是
，

它分布较广
，
四季均宜栽培

。

因失 建

议有关领导和直接从事该作物生 产 的 劳 动

者
，
务必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加深对该作物

的认识
。

应当相信
�

马铃薯确实是一种增产

潜力较大的高产农作物 � 它对自然环境具有

广泛的适应性� 又有优越的农艺性状 � 营养

价值较高， 用途甚广
，
商品性强

。

在国外已

被列为
“
经济作物

” 。

国内许多高等院 校 和

研究机构也把它列为
“
园艺作物

” 。

国 外 能

源资源缺乏的国家和地区
，
己将它视为 “ 能

源作物
”
进行开发和利用

。

随着我市的建设

和发展
，
将会刺激马铃薯生产朝商品化

、

专

业化
、

现代化方向发展
。

就 目前的情况看
，

以大庄乡为例
，
该乡����、 ����年

，
冬播马

铃薯面积由原来的���亩增至���亩
，

栽培面

积增加�
�

�倍� 平均单产由原来���公斤增至

�� ��
�

�公斤
，
提高�

�

�倍� 总产由 ��
�

�万公

斤增至���万公斤
，
增长 ��

�

�倍 � 总产值由

�
�

�万元上升到��万元
，
翻�

�

�番
。

从发展市郊农业和调整市郊农业结构的

角度出发
，
应该作出发展我市马铃薯生产事

业的长远规划
。

从作物的合理布局和结构来

看
，
在适宜的种植区划范畴之内

，

冬马铃薯

可以由现有����亩左右逐步增加到 �����亩

左右 ， 春马铃薯由现有����亩左右逐步回升

到�����亩左右� 秋马铃薯由现在的 ��。 。 亩

左右逐步发展到 �����亩左右 � 夏马铃薯由

现在的几十亩可以逐步发展到��。 。亩左右
。

目前
，
全市四季马铃薯总面积 大 约 为 ����

亩
，
约占全年各种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

�� �
。

预计到 ����年四季马铃薯栽培面积增 加 到

�
�

�万亩时
，
也只占全年各种作物总播种面

积的�
�

���
。

现在
，
我市四季马铃薯平均亩

产鲜薯���。公斤左右
，
总产为 ，�� 万公斤

，

到����年时如能增植到 �
�

�万亩
，

平均亩产

达 ����公斤左右
，
总产将增至 ����万公斤

�折原粮����万公斤�
，

鲜薯产值由现在���

万元增到����万元
。

到���。年
，
四季马铃薯

�下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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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通经�一一，沙

一一一
——

一
�

一
一 一 �

区
，
拉运种薯的车牺也不行

。

为了避免机车

作业和人行走时碰伤植株
，
�习间设有机车作

业道和人行道
，

垅组也比我国的大
，

为 �米
。

每年从 �月为第一周开始
，

进行田间汰

除病株并进行病毒检测
。

发现病株要连同块

塞排起装在袋子里带出地外销毁
。

对不发病

蜘橙株要采样进行室内血 清 鉴 定
。

根据种

臀级别的不同
，
田间检测标准也不一样

�

经环腐病和病毒病检测的块茎
杏

田间检测 �次
、

田

为� �不包括����和环
间发病
卜腐病�

�月间发病为 。

田间发 病 不

次次。勺�勺�介�测测��检检��过间问田田川心

代代代
，��自乃口种�杏种小原原原种

子
基 础 种 田间检测 �次

，

超过，
�

���
日间发病不

杏
标 准 种 田间检测 �次 田门发病不

超过��

包括中心在 内
。

种薯约男间检测都由检

疫人员亲 自进行
。

泣疫人员发现任河一个种

薯生产者在病否防护
� �

�二出现问这
。

都有权吊

销其全产种薯的资格
。

每个种薯生产者很据自己的条件可以种

��矛卜品种
，

他们可以得到试营苗
，
也可献

是块茎
。

如果是块茎
，

则每个块 茎 切 成 �

块
，

并种在一起
。

这样
，
一旦发现带病

，
可

以全部淘汰
。

种薯生产者 �肠 公顷内有一株

带��
尹

��成感染了环腐病
，

就不允许作为种

薯出 口
，

这祥的田块两年内不允许再种马铃

薯
。

对田门余草丛生的日块
，

检疫人员有权

拒绝检测
。

各种薯生产者出害的种薯要进行

统一编号
，

编号的头两位救为年号
，

中间三位

数为供种草位
，
后三泣数为生产者编号

。

以

做到每个生产者都对 自己生产的种薯负责
。

�苏亚庆级据加拿大专家摊里讲课笔录

签理 �

�上接好页�

总产值可以在 目前基础上翻�
·

�番
。

为了实砚这个长远规划指标
，

结合我市

的具体状况
‘

应该遵循如下三个规律来兴办

大理市的马铃薯生产事业
。

�
�

提高单产
�

科学产量 � 适宜环境 十 优种健薯 �

栽培技术
。

�
�

增加总产
�

总产 � 科学产量 十 扩大面积
。

�
�

开拓产业
�

马铃薯产业 二 知识密集 十 原科充足 �

工艺先进
。

上述公式中要说明的间题是
�

① 适宜环境
�

包括社会和 自雌 条 件
。

社会环境如领导者和生产者的重视程度
、

组

织能力
、

管理水平
、

科技大平及 科 普 情 现

等
。

自然环境如气候 资 源 �光
、

热
、

气��

水土资源 �水利
、

土壤
、

农 田
、

肥料等项的

基本建设�
。

② 优种健薯
�

按食用
、

饲用
、

工 业 用

种不同目的事求选择相应适 宜 的 高 产
、

质

佳
、

坑性强的优 良品种
。

根振不同栽培季节

选用相应的早
、

中
、

晚煎 已补
。

建立健全 良

种繁育体系和基地
。

③ 栽培技术
�

要有先进灼科学栽 培 技

术
。

栽培拉术应当包涵智力投资 和 物 质 投

资
。

要探索坦不河气叹类型
、

不同栽培季节

的相应区域性规范化念培模式
。

④ 扩大顽积
�

扩大适宜种植马铃 薯 的

面积
，
以不 影响其他任何作吻的合理布局和

适当种植计粼为前提
。

⑤ 关于知识和工艺问题
�

现代社 会 各

个领域
、

各行名
·

业 组竞守
，

实贡是科学
、

技

术
、

知识的竟争
�卜 一

炸少技术知识和
一

打关人才

的密集与否
，

是决定兴浪存亡的 核 心 和 关

键
。

因此
，

知识密集称加工二艺的倩湛是发

展马铃薯生产事业和开拓马 铃薯产业的核心

和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