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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马铃薯生产和科研的发展与回顾

叶 超 林

�农收渔业部全国种子总站�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
，

在中国有 ��� 多年

的栽培历史
。

马铃薯生育期短
，

早熟品种出苗后�� 、
��天即可成熟

，

中晚熟品种生育 期 也 只 有

���天左右
，
一般亩产鲜薯 �，��� 公斤

，
折

粮食 �� 。 公斤
。

在这样短的生育期里能获得

如此高的产量
，

是一般粮食作物所不及的
。

马铃薯适于和其他作物间作套种
，
能够充分

利用地力
，

增产效果好
。

马铃薯的蛋白质含有 �� 种氨基 酸
，
铁

及维生素含量也较高
。

既可作粮食
，
也可当

菜
，

又可加工成淀粉
，

进而制 成 粉 条
、

酒

精
、

葡萄糖等产品
。

还可加工 成 炸 片
、

炸

条
、

马铃薯全粉
。

新鲜茎叶既是好饲料
，
又

是优质的有机肥料
。

���亿公斤 � 比 ����年 分 别 增 加 ��� 和

����
。
�。 年代以后

，

西南地区发展较 快
。

����年和 ����年
，
全国马铃薯面积均超 过

�
，
���万亩

。

����年开始
，

各地调整农作物布局
，

加

上马铃薯的加工利用没有很好开展
，

主产区

四川
、

内蒙古
、

黑龙江
、

湖北等省
、

区的播

种面积有所下降
，
非主产区的山东

、

河南
、

江苏等省有所上升
，
总面积趋于稳定状态

。

����年
，
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 �

，
��� 万亩

，

鲜薯总产重 ���
�

�亿公斤
。

这一年
，

种植面

积占世界第 �位
，
总产量占第 �位

。

二
、

良种更新换代

一
、

马铃薯生产稳步发展

马铃薯在我国分布较广
，

栽培面积较大

的省
、

区有
�
四川

、

黑龙江
、

山 西
、

内蒙

古
、

甘肃
、

陕西
、

贵州
、

湖北
、

云南
、

河北

和吉林
。

我国在��世纪��年代中期
，
马铃薯播种

面积只有 ��� 多万亩
。

新中国成立后
，

马铃

薯生产有较大的发展
，

尤其是东北地区和内

蒙古自治区增长速度较快
。

����年全国马铃薯播 种 面 积 �
，
���万

亩
，
鲜薯总产量 �� 亿公斤 � ����年全国 马

铃薯播种面积达 �
，
��� 万亩

，
鲜 薯 总 产 量

�。世纪��年代以前
，

马铃薯的品种比较

单一
，
主要是

“
深眼窝

” 、 “
五台白

”
等农

家种
。

��年代引进了一些国外品种
。

从 日本

输入的
“
男爵

” ������ ��������在 ��年

代已遍及东北和华北
，
造成了又一次品种单

一化
。

由于
“
男爵

”
不抗晚疫 病

，

容 易 退

化
，

所以产量很不稳定
。
��年代

，

在东北地

区推广了由民主 德 国 引 入 的
“
白头 翁

”

�� � �� ����和
“
米 拉

” ������
，
由 波

兰引入的
“
疫不加

” ������� 和
“

疫畏它
”

��� ������
。

这些品种都表现为抗 晚 疫 病

和退化轻
，

逐步取代了
“
男爵

” 。

在华 北 和

中原地区大面积栽培的
“
男 爵

”
和

“
大 名

红 ”
品种

，

也被
“
红纹白

”
和

“
白头翁

”
所



�心

代替
。

这两个品种都是早熟种
， “

白头翁
”

还具有较强的抗
、

耐�
、
�病 毒 的 特 性

。

“米拉
” 和

“
疫不加

”
也在西南地区推广

，

增产显著
，

种植年限也较长
。
�，�。年中国种

子公司又从荷兰
、

美国
、

日本等国家引进了

一批品种
，

其中
， “
费乌瑞它

”
��� � � ���� 、

经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听等 单位鉴定
，

表现

较好
，
已在广东

、

河北
、

江苏等省扩大种植
。

新中国建立以米
，

从国外先后引进的马

铃薯品种 �品系�共���多份
。

从��年代开始
，
各地农业科 学 机 构 巾

的马 铃 薯 育 种 家 进 行了大量的工作
，

选

育出不少新品种
，
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的有��

多个
，
主要有克新 �号

、

虎头
、

东 农 ���
、

克新 �号
、

乌盟���
、

高原 �号
、

新芋 �号
、

渭会 �号
、

晋薯 �号
、

郑薯 � 号
、

呼 薯 �

号
、

围丰 �号
、

自丰
、

泰山 �号等
，

这些 良

种一般比原来品种增产 �戍以上
，

并且比较

抗病
。
����年

，

全国马铃薯 臭手卜百 积 约 占

���以上
。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年杂交
、
����年 育成的

“
克新 �号

” ，
�，��

年至����年参加全国品种区域试验
。

在参加

品种中
，
产量居第 �位

，

大面积推广以后
，

表现高产
，
����年在黑龙江省的油河县太和

公社��
，
���亩面积上

，
平均有产鲜薯�

，
���公

斤
，
比当地品种增产���� �二��年河北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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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欢迎
。
����年河北

、

内蒙
、

山西 �省
、
区

而积即达 ���万亩
，

获得了 ����年农 牧 渔

业部技术改迸一等奖和����年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三等奖
。

东 ��匕农学院 ����年育成的
“
东农���

” ，

不仅产量较高
，

品质较好
，

而且极早热
，

抗

花叶病毒
，

是黑龙江省对香港出 口的重要商

品薯
，
在南方一些省份也有种 植

，
获 得 了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

三
、

克服马铃薯退化技术的发展

马铃薯退化是世界马铃薯生 产 上 的 问

题
。

国际上研究马铃薯退化原因 有 三 大 学

派
。

即病毒学派
、

生态学派和衰老学派
。

我

国学术界多年来对这儿种学说进行过多次热

烈研讨
。

在病毒学说研究中
，
已故的北京农

业大学教授林传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在他

主诗下从����年起连续�年在北京防虫网室

内栽培无病毒马铃薯
，

发现叶片 一 直 很 正

常
，

块茎产量维持在同一水平上
。

另外
，

从

已经退化的植株上
，
的确能够分离到病毒

，

用这种病毒接到无病毒马铃薯幼苗上
，

半个

月以后
，

高度感病的植株出现了典型的退化

症状
。

这些结果表明
，

病毒是导致退化的重

要原因之一
。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
我国农业科技工作

场县广发公社裕站大队种位 �
，

拐 。 亩
，

亩产 者和农民通力协作
，

采取多种方法
，

寻求克

鲜薯�
，
���公斤

。 “
克新 �号

”
在全国 堆 广 服退化的途径

。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

面积大
，

种植年限
一

长 共主要城周是抗病毒 �一� 因地制宜 采用留种技术 各 地

能力强和适应性广
。
���� 丰不鱿澳龙 江

、

内 用的方法主要有
�

夏播留种法
，
�季作留种

蒙
、

河北三省
、

区神植面 积 达 �� 。 万 亩 以 法
，
�季串换轮作留种法

，

冬
、

春阳畦和秋

上
，
曾获����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

播留种法
。

冬
、

春阳哇和秋播留种法是��年代

河北省张家 口地区坝上农业科学研究所 后期由山东农学院主持总结的
，

主要利用阳

育成的
“
虎头

” ，
也是推广而积较大的一个 畦等简易的保温设备

，

在冬
，

森低温季节繁

品种
，
比当地推广种增产 �� 、 ���� 。

比品 殖种薯
。

阳畦 自�月至来年 �月播种
，
�月

种食味较好
，

淀粉含量较高
，

植株和块茎均 底至 �月初收获
，
收获的种薯供当年秋播繁

抗晚疫病
，
田间未发主环腐病

、

黑胫病
。

抗 殖
。

因为冬季播种时正值低温
，
不利于病毒

�病毒
，
轻感卷叶病毒

� 抗旱性强
，

深受 群 和其它病原菌的发展
，

免廷保证种薯质量
。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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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的种薯
，
贮藏到 �月

，
已经基本渡过休眠

期
，

播种后苗全
、

苗壮
，
增产显著

。

�二�利用实生种子生产种薯
。

实 生 种

薯的研究开始于��年代
，
到��年代中期

，
内

蒙古
、

四川
、

云南等省
、

自治区
，
已经把实

生 种 子 直 接 用 于 生 产
。

这个方法的最大

优点是可摒除病毒
。

因为在中国普遍发生的

病毒�
、
�

、

�
、

�
、
��

，

�� 等都不能通 过

种子传病
。

此外
，

本法还具有投资少
、

见效

快
、

操作简便
、

较易运输
、

贮存
、

节省种薯

等优点
。

中共中央中发 〔����〕 �� 号 文 件

指出
� “

对马铃薯实生繁殖
，

要因地制宜
，

积极推广
” 。

内蒙古 自治区乌盟农业科学研

究所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
，
����年曾获全国

科学大会成果奖
。
����年在菲律宾召开的国

际马铃薯会议上
，
曾邀请中国代表作利用马

铃薯实生种子生产种薯和商品薯 的 学 术 报

月 二

「� �

�三�脱毒薯的作用
。

利用茎尖 脱 毒
，

生 产 脱 毒 种 薯 是 解 决退化的重要措施
。

了。年代初期
，
有关科研单位

、

农业阮校经过

协作研究
，
使茎尖脱毒各种技术间题还步得

到解决
，
较快地获得脱毒种薯

，
经过示范

，

增产显薯
。
�盯

’ 、
����年农林部种予局和中

国科学院两次在内蒙古 自治区召开会议组织

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
。

随后
，
农业部种子

局还先后在内蒙古
、

黑龙江
、

湖北
、

河北
、

江西等省
、

自治区建立了马铃薯原种场
，

为

各地提供脱毒种薯
。

湖北省鄂西 自治州太山

庙马铃薯原种场从��了�至����年就推广
“
米

拉
”
脱毒种薯��万余公斤

，
黑龙江嫩江马铃

薯原种场����至����年向省外提供脱毒种薯

�
，
�了�万公斤

。

����年
，
己经有��个省

、

市
、

区推广了

脱毒技术
。

脱毒种薯面积达 �。 。 万亩
。

各地

试验证明
，
同一个品种脱毒种薯 一 般 增 产

��纬左右
。

例如
�

内蒙古乌盟脱毒的
“
里外

黄
” 、 “

深眼窝
”
和

“
紫花白

” �个品种
，

产量比对 照 增 产 ���
，
�����

�

��
，
河北省

张北县����年 �万亩第三代脱毒种薯田比对

照增产 ����� 黑龙江省
、

四川省
、

甘肃 省

榆中县
、

湖北鄂西 自治州的试验都证明有明

显增产效果
。

为了使脱毒薯尽快用于生产
，
有些地方

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繁 育推广体系
。

例如
，

河北省张北县建立了县
、

乡
、

村 �级繁育推

广体系 � 辽宁省本溪市利用海拔 不 同 的 地

势
，
建立各级种薯繁育基地 � 还有山东新泰

市
、

莱阳县利用早春阳畦
，

结合秋季冷凉繁

殖
，
形成 �年 �代 �或 �代� 的繁育推广体

系
。

江苏南京市采用 自繁原种与向北方预约

繁种等方法逐步建立了繁育推广体系
。

为了

进一步降低脱毒薯成本
，

加速繁殖种薯
。

辽

宁本溪市马铃薯所采用曲剪法
，
河北张家口

地区坝上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带根 多 次 切 芽

法
，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所册芽法

，

都取

得成功
。

此外
，

在抗病育种方面
，
黑龙江省农科

院马铃薯所
、

东北农学院
、

内蒙 呼 盟 农 科

所
、

河北坝上研究所
、

山西高寒 作 物 研 究

所
、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等单位
，
已经掌握

了一些抗病毒的栽培种
、

新型栽培种和野生

种材料
。

为了保证提高马玲薯种薯质量
，
����年

农业部组织黑龙江省衣科院马铃薯所
、

青海

省农科院
、

南京市疏茱科研所等单位起草
、

�，��年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马

计著种薯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 ，

经国家标准

局批准
，
已于 �，��羊 �月颁布试行

，

对种薯

质量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

回顾历史
，
建国以来

，
我国马铃薯生产

各方面已取得不少成绩
，

有些项目
，
已具有

招当高的水平
。

泣我国马铃薯生产水平与世

界发达国家相比
，
还有一定差距

。

今后
，
只

要我们继续认真采取有关措施
，
我国马铃薯

生产会取得更大成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