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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除感染病毒病
、

真菌病
、

细菌病

杏及其它一些病虫害外
，

还有一些非寄生性

的生理病害
，

对马铃薯危害很严重
，

但往往

不被 人们重视
，

甚至对生理病害的认识也不

统一
。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生理病害的发病

原因
、

危害程度和防止办法
，

笔者综合
一

了国

内外有关资料
，

现按块茎外部和块茎内部病

变分别介绍如下
。

一
、

块茎外部的生理病害

�
�

绿化块茎

块茎收获前
，
在田 间常见到块茎表面部

分变绿
，

某些块茎内部也呈绿色或黄绿色
。

收获后的块茎
，

在电灯光或散射 光 的 影 响

下
，

其表面会全部变绿
。

一般高温比低温更

容易绿化
。

绿化的原因主要是块茎受 日光
、

散射光

或人工光线照射的结果
。

即在生育期间
，

由

于机械或人工操作造成块茎的外露
，
培土不

及时
、

雨水冲刷等亦能造成薯块的外露
，
贮

藏期间散射光或照明电灯光等都能使块茎变

绿
，

其原因是在长期光照的影响下
，
块茎的

表皮或薯肉会产生叶绿素和龙葵素
。

龙葵素

是一种有毒的物质
。

因此
，

绿化了的块茎便

大大降低了食用价值
。

防止绿化块茎的办法
，

主要是生育期间

注意及时培土
，

防止 日光直射块茎 � 收获和

运输过程
，

要避免 日光直射块茎
，

以及长时

间散射光照射块茎
� 贮藏期间

，

不要用电灯

长期照明
。

�
�

二次生长

二次生长
，
就是在已形成并正在迅速生

长的块茎上
，

其顶部伸长
，

或形成子薯
，

或

形成次生薯
，
或形成不规则的肿瘤状突起等

畸形块茎
。

二次生长的块茎有各种形状
。

常见的有

块茎不规则伸长 �块茎顶芽伸出甸甸茎
，

其顶

端膨大形成子薯
� 链状结薯 � 芽眼部肥大突

出
，

形成肿瘤状块茎 �块茎顶芽萌发葡旬茎
，

甚至穿出地面形成新枝
�皮层发生龟裂等

。

发

生二次生长的块茎
，
其中已积累的淀粉又重

新转化为糖并
，
向二次生长的部位转移

，

使早

先形成的块茎淀粉含量降低
，

特别是链状二

次生长
，
早期形成的块茎淀粉含量降低更为

显著
。

二次生长对产量和品质影响较轻的是

块茎不规则伸长型 � 影响和危害最重的是块

茎顶芽萌发葡甸茎并形成地上新枝的类型
，

这种类型的块茎中大部分贮藏的 养 分 已 被

消耗掉
，
即失去了食用价值

，

也不宜作种薯
。

二次生长产生的原因
，

主要 是 高 温 干

早
。

土壤的高温干早
，

影响尤为显著
。

在马

铃薯的块茎增长期
，
由于高温干旱

，
使块茎

停止生长
，
甚至造成块茎芽眼暂时休眠 � 随

后
，

由于降雨或灌溉
，
又恢复了适宜的生长

条件
，
但由于块茎的周皮局部或 全 部 加 厚

�木栓化�
，
使块茎不能继续正常生 长

，

便

形成了各种畸形块茎
。

在高温干旱和湿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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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剧了二次生

长现象的发生
。

二次生长现象多发生在中熟或中晚熟品

种上 �
�

排水不 良和粘重土壤也容易发生二次

生长
。

防止二次生长的办法是
，

注愈晒施有机

肥料
，
增强土壤的保肥保水能 力 � 适 当 深

耕
，
加强中耕培土

� 种植密度要适当
，

株行

距配置要均匀一致 � 注意选用不易发生二次

生长的品种
。

�
�

龟裂

龟裂就是在块茎增长期
，

块茎沿着长轴

的方向产生较深的纵向裂沟
，

裂沟的表面被

愈合的周皮组织所覆盖
。

龟裂主要是在干旱之后而降雨或灌溉
，

块茎迅速生长造成的
。

过量施肥也是造成龟

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

龟裂也可以认为是一种

二次生长的类型
。

由于块茎迅速生长
，
从内

部产生一 种压力
，

使周皮和部分皮层组织产

生较深的裂沟
。

此外
，
有些品种容易产生龟

裂现象
。

防止龟裂现象的发生
，

要加强施肥
、

灌

水和中耕培土等措施
，

避免过量施肥和生育

期间发生干早
，
并要选用不宜产生龟裂的品

种
。

�
�

指痕状伤害

收获后的块茎
，
其表面常有较浅的���

�毫 米�指痕状伤害 �似用指甲刻 伤 的�
。

多发生在芽眼稀少或较平滑的部位
，

芽眼的

部位很少发生
。

指痕伤主要在块茎从�
�

���米高度掉落

下来产生轻微撞击后发生
，
即块茎落地后

，

接触到硬物或互相强烈撞击
、

挤压等造成的

伤害
。

一般收获期迟
，

充分成熟的块茎
，
以

及经过贮藏 ����� 天的块茎容易发生 指 痕

伤 � 室内和窖藏比田间贮藏更易发生这种伤

害
，
因为这种伤害和湿度有关

。

但是由于痕

伤的伤 口较浅
，

易于愈合
，

几乎很少产生腐

烂现象
，

特别在块茎运输和移动时
�

如能适

当提高温度
，
则更能减少其危害程度

。

防止指痕伤的办法是
，

在收获过程中
，

要尽量做到避免或减轻各种机械损伤 � 在收

获后的搬运和贮藏过程中
，

要做 到 轻 拿 轻

放
，

避免块茎互相撞击和长期处于低温条件

下
。

�
�

破损伤

块茎搬运过程中
，

由高处掉落并与锐利

物相撞击
，
使块茎内部很深的部�位 发 生 伤

害
。

受伤的块茎很容易用手掐碎
。

这种破损

的块茎
，

很难愈合
，
在贮藏中多发生腐烂

。

防止破损伤的办法基本与指痕伤相同
。

�
�

压伤

块茎入库时操作过猛或堆积过厚
，

底部

的块茎承受过大的压力
，

造成块茎表面凹伤

害
。

伤害状较严重时便不能复原
，

在伤害部

位形成较厚的木栓层
，

其下部薯肉常有变黑

现象
。

提早收获的块茎
，

由于淀粉积累还不
�

充分
，

常易发生这种压伤现象
。

防止压伤的办法是
，
收获和入库过程要

�

避免操作过猛
，

薯块不要堆积过高
，

尤其是

提早收获的块茎
，
由于水分含量高而淀粉含

量低
，
不耐压

，
更要避免堆积过厚

。

了
�

周皮剥落

收获时及收获后的块茎
，

在进行运输
、

堆积或其它作业时
，

造成块茎周 皮 局 部 脱

落
。

周皮剥落的主要原因是土壤水分和氮素

营养过多或日照不足
，

或收获过早等
，

块茎

木栓化的周皮尚未充分形成
，

所以周皮极易

损伤
。

防止周皮剥落的办法是
，
在马铃薯生育

过程中
，

要避免使块茎周皮不能及时木栓化

的各种因子
，

特别是 日照不足
、

低温高湿以

及氮肥过多等
。

收获和运输过程
，
一定要注

意轻拿轻放
，
避免强力撞击和磨擦

。

�
�

皮孔肥大

在正常情况下
，
块茎表面有许多小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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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收获前土壤水分

过多或贮藏期湿度过大时
，

则会造成皮孔周

围的细胞增生
，

使皮孔张大并突起
，

形成许

多类似疮痴病病斑的小斑点
�

既影响块茎的

美观
，

又极易被病菌感染
，

使块 茎 不 易 贮

藏
。

防止皮孔肥大的办法是
，

在马铃薯的生

育期间
，

要注意高培土 � 生育后期要适当控

制灌水
，

遇有多雨天气
，
田间产生积水时

，

要

及时排水 � 块茎成熟后
，

要及时收获
，

尤其

土壤过湿的情况下
，

更要尽早收获 � 贮藏期

间要防止贮藏窖的湿度过高
。

�
�

纤细芽

某些块茎在萌芽时
，

块茎上各芽眼萌发

的幼芽都非常细弱
，
称为毛芽

。

这种块茎多

不表现顶端优势
。

主要是块茎的生活力降低

所致
。

有时感染卷叶病毒等病害的块茎
，

也

表现毛芽症状
。

防止纤细芽病害
，

主要是选用无病的种

薯和不栽植有纤细芽的块茎
。

二
、

块茎内部的生理病害

�
�

褐色心腐病

这种病薯的表面几乎无任何症状
，
但切

开薯块后
，

在薯肉部分分布有大小不等
，

形

状不规则的褐色斑点
。

褐色部分的细胞 已经

死亡
，

成为木栓化组织
，

淀粉粒也几乎全部

消失
，

不易煮烂
，
失去了食用价值

。

一般较

大块茎容易发病
。

其主要原因是在块茎迅速

膨大的块茎增长期
，

土壤水分不足
，

特别是

该期土壤水分急剧下降而形成的土壤干早
，

更容易发生此种病害
。

防止褐色心腐病的办法
，

主要是增施有
，

机肥料
，

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
，

特别要注意

块茎增长期应及时满足水分的供应
，

防止土

壤干旱
。

此外
，

还要注意选用抗病品种和适

宜的土地
。

用有轻微病症的薯块作种薯
，

一

般无影响
。

�
�

黑色心腐病

黑色心腐病
，

其块茎的外观常不表现症

状
。

但发病严重者
，

黑心部分延 伸 到 芽 眼

部
，

外皮局部变褐并凹陷 � 切开块茎后
，
中

心部呈黑色或褐色
，

变色部分轮廓清晰
，
形

状不规则
，

有的变黑部分分散在薯肉中间
，

有的变黑部分中空 � 变黑部分不失水
，

但变

硬
，

放置在室温条件下还可变软
。

发病的主要原因是高温和通气不 良
。

贮

藏的块茎
，
在缺氧的情况下

，

�����℃时 ，

���天 � ��℃时 ，
�天 � �����℃时 ， ����

天即能发生黑色心腐病
。

即使在 低 温 条 件

下
，

若长期通气不良
，

也能发病
。

该病多发

生在块茎运输过程中
，

呼吸旺盛的早春
，
刚

收获后和块茎堆积过厚等情况下
。

防止黑色心腐病的办法
，
主要是在运输

和贮藏过程中
，
避免高温和通气不 良

，

防止

块茎堆积过高和薯堆过大
，
注意保持低温

。

在大田生产过程中
，
也要创造田间有适宜的

温度条件
，

防止出现高温
。

染病块茎作为种

薯播种后
，

多腐烂而不能出苗
。

�
�

块茎内部的变色

��� 变红
�

块茎内部维管束环以内的薯

肉变红或变紫
，
即产生了花青素

。

其变色的

原因尚不清楚
。

��� 水薯
�

将病薯切开后
，

可见到薯肉

稍有透明
，
随后略变淡褐色或紫色

。

水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氮肥用量过多
，

造成茎叶徒长倒伏
，

影响了光合 作 用 的 进

行
，
使同化产物积累减少 � 同 时

，

氮 肥 过

多
，

促进了细胞的分裂
，

使块茎的膨大速度

加快
，
因而影响了淀粉的积累

，

于是形成了

含水量高而淀粉含量低的水薯
。

用水薯作种

薯
，

播种后极易腐烂
，
即使能发芽

， 一

也因营

养缺乏
、

发芽力弱而不能发育成壮苗
。

防止水薯产生的办法是
，

注意适量施肥

和氮
、

磷
、

钾肥的合理配合
，
并要选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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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水薯的品种
。

�
，

块茎内部黑斑

这种病薯表面一般没石异常现象
。

但刹

去皮后
，

便可见内部有黑斑
，

一 个 块 茎 上

�勺�个部位有黑斑
，

其形状有 圆 �巨
、

朴 圆

形
、

不规则形等
。

黑斑直径从数
�

夏术到约皂

米以上
。

切开块薯后
，
可见黑斑沿维管东书

’ �

展或穿过维管束扩展到块茎内部
。

造成块茎内部黑斑的原因
，
主要是从收

获到市场销告
、

贮藏加工等一系列的运输过

程
，
使块茎遭到碰撞

，
造成皮下组织损伤

，

��小时后
，

损伤部位变成黑褐色
。

变黑的程

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
，
一般在低于��℃条件

下容易发生
。

受碰撞损伤部位的细胞
，
由于

引起氧化而产生黑色色素
，
使组 织 局 部 变

黑
。

防止内部黑斑的办法是
，

在块茎充分成

熟后再收获
，
收获时地温要在��℃ 以上

。

收

获和运输过程中
，

要避免各种碰撞冲击
，
减

少损伤
。

�
�

块茎内萌芽

块茎的萌芽不向外部生长而向块茎内部

生长
，

使块茎发生裂缝， 有时在萌芽的尖端

产生新的小薯块 �块茎内块茎�
。

老化 块 茎

或贮藏窖中
、

下层的块茎多易发 生 此 种 现

象
。

块茎内萌芽的原因主要是老化块茎在高

温下贮藏造成的
� 有时为了加工的需要

，

在

加工前提高温度
，

也常造成块茎内萌芽
。

防止块茎内萌芽的办法主要是不使用和

不贮藏老化块茎
，
必须在��℃ 以上贮藏块茎

时
，
要使用萌芽抑制剂

，

贮藏窖内要避免薯

堆过高
。

�
�

块茎空心

块茎空心是在块茎中央部位发生的
，

块

水外表无任何症状
，

地上部亦不表现症状
。

一般大型块茎易产生空心现象
。

空心洞 周刚

形戍了木栓质组织
，
呈星形放射状或两三个

空洞连接起来
。

块茎急剧膨大增长是形成空心的基本原

因
。

生育期多肥
、

多雨或株间过大
，

块茎急

剧增长
，
大量吸收了水分

，
淀粉再度转化为

糖
，

造成块茎体积大而干物质少
，

因而形成

了空心
。

此外
，
田间缺株的相邻株

，
以及在缺钾

的情况下
，

都容易发生空心现象
。

防止块茎空心的办法是
，

要注意田间株

行距配置均匀一致
，

不过量施肥
，

不使结薯

过大
，

及时充分培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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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
本刊编辑部收到一些作者的译文稿

。

我们发现
，
绝 大多数 的作者没有随

寄原文或原文影
�

印件
。

这对我们的编样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
为此

，
编辑 部 研 完 决

定
�

今后 凡译 文稿必须随寄原文或原文影印件 � 否则
，
不予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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