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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况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秘鲁和智利的高山地区，从南纬
50°起，经南美、中美等国家延伸到美国南部各州，共有
150 个马铃薯种，其中绝大部分生长在南美洲。根据科学的
考证，马铃薯有两个起源中心: 栽培种主要分布在南美洲
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山区及乌拉圭等地，
其起源中心为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的的喀喀湖盆地;
野生种的起源中心则是中美洲及墨西哥。马铃薯为一年生
草本块茎植物。在我国有 20 多种别名，或因其源，称为荷
兰薯、爪哇薯、爱尔兰薯; 或缘其形，称为土豆、地豆、
土卵、地蛋、山药蛋; 或因区别于山芋，而称为番芋、番
人芋、羊芋、洋山芋、阳芋、洋芋等，有些地区还称其为
黄独、鹯芋、番鬼慈姑等。而在东北和华北大部地区最为
常用的名称为土豆，西北和西南地区多称为洋芋，山西和
内蒙古一带多称为山药蛋，全国通称之为马铃薯。

( 一) 马铃薯的历史及分布
根据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对资料的考证认为: 马铃薯最

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明万历年间 ( 1573—1619 ) ，明末万
历年间蒋一葵撰著的 《长安客话》卷二 《皇都杂记》中，
记述北京地区种植的马铃薯称为土豆。作者描述: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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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康熙 21
年 ( 1682) 编纂的《畿辅通志》物产部中记述: “土芋一名
土豆，蒸食之味如藉薯。”这是我国记载马铃薯最早的志
书，比福建松溪县志早 18 年。此外还有雍正年间的 《深州
志》、乾隆年间的《祁州志》和《丰润县志》等均有马铃薯
的记载，说明在 18 世纪中叶京津地区已有较广泛的种植。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因素有显著差异，北起
黑龙江，南抵海南岛，一年四季均有马铃薯的种植。目前
我国马铃薯分布情况以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为
多，为我国重点产区，中原和东南沿海各地较少。但也要
看到，通常认为不适于马铃薯栽培的地方，近年来随着新
品种的育成和推广，留种技术的改进，种植面积也在逐渐
扩大。过去认为中原地区气候炎热，退化严重，不适于马
铃薯种植，由于进行了技术改进，推行间、套作和采取有
效的防退化留种方式，现已成为马铃薯高产地区，并成为
商品薯、出口种薯生产基地之一。东南沿海的闽粤等省，
利用稻作后的冬闲地栽培马铃薯，除供应当地市场外，还
可出口港澳。利用冬闲地栽培马铃薯，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根据我国各地马铃薯栽培制度、栽作类型、品种类型
及分布等历年资料，结合马铃薯生物学特性，参照地理、
气候条件和气象指标，将我国划分为四个马铃薯栽培区。
①无霜期在 170 天以内，年平均温度不超过 10℃，最热月
平均温度不超过 24℃，无论是商品薯生产，还是种薯生产，
均为一年一季，故属北方一作区。②无霜期在 300 天以内，
年平均温度在 10 ～ 18℃之间，最热月平均温度可高达 22 ～

马铃薯的繁种与栽培技术



3

28℃，商品薯的生产多安排在春季，而种薯的生产则被安排
在秋季，一年春秋两季栽培，属于中原二作区。③无霜期
300 天以上，年平均温度 18 ～ 24℃，最热月气温在 28℃以
上，最冷月平均气温在 16℃以上，故马铃薯主要为冬作生
产，秋播生产商品薯，冬播生产种薯，属南方二作区。
④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因立体农业的影响，依不同
的海拔高度，一作、二作交互出现，故称为西南一、二季
作垂直分布区。

( 二) 发展马铃薯生产的意义
马铃薯是一种分布广泛，适应性强，产量高和宜菜、

宜饲、宜做工业原料等具有多种用途的经济作物。
1. 产量高、增产潜力大
马铃薯一般亩 ( 1 亩折合 667 平方米，下同) 产可达

1 000 ～ 1 500 吨，高产者可达5 000 吨以上，比其他粮食作
物单位面积的干物质产量高2 ～ 4 倍，若以每亩所产的淀粉量
作标准，在主要经济作物中很少有一种作物能与马铃薯
相比。

2. 马铃薯的用途多种多样
马铃薯既是粮又是菜，在我国生育期短的北方或高寒

山区，当地人多以马铃薯作为主要粮食。马铃薯除蒸、煮、
煨食用外，还可通过烹饪制成多种多样的食品。

在发展畜牧业方面，马铃薯是一种良好的饲料，不仅
块茎可作饲料，其茎叶还可作青贮饲料和青饲料。据试验，
每 50 千克块茎用以喂猪，可长肉 2. 5 千克; 用以喂奶牛可
产牛奶 40 千克或奶油 3. 6 千克。对家禽而言，马铃薯的蛋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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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很容易消化，是较有价值的饲料。在单位面积内，马
铃薯可获得的饲料单位和可消化的蛋白质数量是一般作物
所不及的。

马铃薯在作物轮作制中是肥茬，宜做各种作物的前作，
因为农民在种植马铃薯时有施有机肥的习惯，有效地改善
了土壤的理化性，增加了养分。同时马铃薯要进行中耕除
草和培土，消灭了杂草，疏松了土壤，又因地下结薯也可
使土壤膨松，显示了它在轮作制中的优越性。马铃薯生育
期短，播种期伸缩性大，一般早熟品种从出苗到收获仅 60
天左右，晚熟品种也只有 100 天左右，只要能保证它生育日
数的需要，则可随时播种，因而当其他作物在生育期间遭
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无法继续种植时，马铃薯则又是良好
的补救作物。马铃薯还有很强的适应性，它对土壤要求不
高，土壤 pH值 4. 8 ～ 7. 1 之间都能正常发育，肥沃的沙质
土壤最为适宜，在较黏重的土壤中也能获得满意的产量。
由于马铃薯的适应性强，许多地区将不适宜种植水稻、小
麦的土地种植了马铃薯，都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马铃薯又是理想的间、套、复种的作物，可与粮、棉、
菜、烟、药等作物间、套、复种，有效地提高了土地与光
能利用率，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

马铃薯的茎叶还适合作绿肥，一般每亩马铃薯可产鲜
茎叶 2 000 千克，其氮、磷、钾含量比绿肥作物紫云英还
高。如云南省昭通地区多年来推广马铃薯收获后用茎叶翻
压作绿肥，有效地提高了后茬水稻作物的产量。

马铃薯是制造淀粉、糊精、葡萄糖和酒精的主要原料，
淀粉也是纺织业、医药制造业、食品业和铸造业所需的原

马铃薯的繁种与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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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据资料介绍: 每吨马铃薯一般可制成淀粉 140 千克，或
糊精 100 千克，或 40°的酒精 95 升，或合成橡胶 15 ～ 17 千
克。以单位面积作比较，每亩平均所产的马铃薯可制造酒
精 1 660 升，而大麦仅可制造 360 升，黍稷则更少，只有
250 升。

( 三) 马铃薯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
60 年来，针对马铃薯的科技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在

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1. 马铃薯科技事业的发展
我国关于马铃薯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开始的，研究工作面向生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应用
研究为主而相应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走一条试验、示范、
推广相结合的路子，针对生产上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开展
协作研究。当时的主要研究内容多为品种整理和比较试验、
播种期试验、总结群众丰产经验、防止退化留种试验等。

据 1988 年统计，全国有 4 个马铃薯专业研究所 ( 中
心) 、74 个科研机构和 20 个农业院校所设的马铃薯研究室
( 组) 或课题组开展马铃薯的研究工作。从事马铃薯研究的
科技人员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已出版的学术著作、译著和科普读本约有 60 多种，已发表
的论文在 1 000 篇以上。这些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介绍了
先进技术经验，也推动了科研与生产的不断发展。

2. 马铃薯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
( 1) 种质资源工作。我国马铃薯地方品种资源丰富，

不少品种具有很多优良特性，是品种改良的重要种质资源。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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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56 年农业部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内以县为单位的
地方品种征集工作，当时共征集到地方品种 567 份。1950
年以后陆续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引进品种和材料共 250
余份。1960 年克山马铃薯研究所编印了《马铃薯品种解说》
一书，向全国马铃薯育种单位介绍了一批较好的品种材料，
推动了杂交育种工作的开展。

在种质资源保存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85 年已有 800 余份材料，采用了组织培养、试管保存技
术，有效地防止了各种病害的侵染，并为育种提供了优质
无病的亲本材料。在研究利用方面，采用轮回选择方法，
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性状和特征。对近缘二倍体栽培种的利
用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除将它用作抗病、早熟、休眠期
短的亲本材料外，还利用它具有能诱发孤雌生殖的隐性基
因，诱发四倍体栽培种产生了双单倍体。

( 2) 新品种选育。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主要是从国外
引种、鉴定，并同时开展了品种间杂交和种间杂交育种工
作，因而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生产用种的要求。20 世纪 50 年
代前期用于生产的马铃薯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有男爵、大
名红、五台白、里外黄、深眼窝、巫峡、河坝和蓝花等，
这些品种多不抗晚疫病和病毒病，产量不高，稳定性差。
针对这些问题，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国内外引种鉴定，
于 1957—1959 年在国内品种中鉴定出多子白等和在国外品
种中鉴定出米拉等一批抗病、高产品种用于生产。我国的
马铃薯杂交育种工作，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到 1988 年共育成
新品种 100 多个，生产上推广应用的有 50 多个。目前这些
品种约占全国马铃薯总种植面积的 85%以上，一般都增产

马铃薯的繁种与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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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左右。在育种途径上也有不断创新，如通过轮回选择培
育出具有突出性状的新栽培种，进而应用新型栽培种材料
制作杂交组合，种间杂交和近缘二倍体栽培种的利用都有
新的进展。特别是在实生薯选育和杂种优势利用方面取得
了较大进展，生产出来的实生薯群体整齐，分离小，抗晚
疫病，产量高。

( 3) 栽培技术方面。我国马铃薯栽培研究人员在不断
总结经验的同时，从单一学科、单项措施的试验开始，逐
步发展到多学科综合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为提高马铃薯
产量做出了重大贡献。

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指导农民科学种田，扩大成果推
广与配套应用，实现大面积增产，在全国出现了许多大面
积高产典型。黑龙江省讷河县 1982—1984 年落实国家嫩北
高产攻关计划，在太和乡 12 750 亩大面积上采取综合高产
措施，平均亩产由原来的 1 000 千克提高到 1 638 千克。

间、套、复种与改制，充分地利用地力，提高了产量。
马铃薯和其他作物的间、套、复种，在我国中原二作区和
西南单双季混作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展很快，对粮
食等作物以及马铃薯的增产十分显著，间、套、复种的形
式多种多样。在我国南方种两季水稻后的冬闲地增种一季
马铃薯获得成功，并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促进了稻薯双
丰收。

增产效果显著的栽培技术方法主要有利用小整薯作种
实行整薯栽培，这是一项防病、抗旱、增产的有效措施，
增产幅度为 32% ～ 39%。此外，还有土豆抱窝栽培法、丰
产坑栽培法、覆膜促早法等等。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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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湖北省马铃薯生产概况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

1. 湖北省马铃薯生产概况
( 1) 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全省

种植面积基本保持在 300 万亩左右，主产区鄂西地区种植面
积一直稳定在 225 万亩左右。“十五”期间，湖北省马铃薯
栽培面积迅速增长，达到 405 万亩左右，增长约 35%。山
区、平原、城郊马铃薯发展迅速，使湖北省山区和平原的
马铃薯种植面积各占半壁江山。

( 2) 马铃薯生产效益逐步提高。由于马铃薯具有粮菜
兼用、单产相对较高等特点，“十五”期间，湖北省马铃薯
已向平原、城郊地区快速扩展，并成为这些地区重要的冬
季和早春经济作物。据全省多点冬作马铃薯生产效益统计，
仅马铃薯一项，种植区的农民人平均收入增加 120 元以上。

( 3) 种薯生产技术日趋成熟。鄂西山区具有高海拔生
态隔离优势，马铃薯病毒的传播媒介少，一直是脱毒种薯
的重要繁殖基地。优质马铃薯的推广，带动了鄂西种薯产
业的发展，为自然劣势转变为生态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提
供了新途径。同时，依托高新技术生产高质量的健康种
薯———生物技术产业也在平原地区开始示范推广。

( 4) 新品种选育和推广步伐加快。“十五”期间，湖北
省先后选育了鄂马铃薯 3 号、鄂马铃薯 4 号和鄂马铃薯 5 号
等新品种，还育成了一批具有不同优良性状的新品种，为
今后的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期间，
结合鄂西山区高海拔的自然隔离条件，示范推广了 “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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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微型薯—标准种薯”的二年制种薯生产体系; 并根据
低山平原的特点，从技术途径上重点解决当地气温高、马
铃薯病毒传播媒介多等不利生产条件，建立了 “试管薯—
微型薯”一年制种薯工厂化生产体系。这两种体系的建立，
为湖北省马铃薯种薯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 5)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十五”期
间，湖北省各地在马铃薯栽培技术上积累了一些经验，探
索了多种高产、高效模式。在鄂西山区以间、套作为主的
种植制度下，推广了 “育芽带薯移栽”技术。该技术在保
证全苗、壮苗的前提下，通过控制单株主茎数，达到了提
高商品薯率的目的，年推广面积达到了 100 万亩左右。在平
原和城郊地区，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总结、示范、
推广了“马铃薯下山”的高产、高效种植模式，即地膜马
铃薯—花生 ( 西瓜) —甘蓝、地膜马铃薯—棉花、地膜马
铃薯—水稻、免耕秋马铃薯—中稻、免耕春马铃薯—中稻
—免耕秋马铃薯等，集中连片的示范面积达到 10 万亩左右，
马铃薯商品薯生产优势板块雏形已经形成。

2. 存在的问题
( 1) 脱毒种薯应用率低。马铃薯易受病毒感染而导致

品种退化，严重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湖北省虽有先
进的脱毒种薯生产技术，但目前脱毒种薯的覆盖率不到
10%，规模化的种薯产业尚未形成。

( 2) 病害为害严重。马铃薯病害的为害，对马铃薯生
产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马铃薯晚疫病、病毒病在湖北
省部分地区发生日趋严重，一般田块常年发病率在 20%。
2008 年，由于冰冻雨雪天气的影响，不少田块发生了晚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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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一般田块发病率达 30%，重点田块发病率高达 70% ～
80%。晚疫病的发生严重地挫伤了薯农的积极性。

( 3) 储藏设施简陋。目前，湖北省平原丘陵地区马铃
薯主要是以鲜售为主，储藏设施几乎是空白，山区基本上
以农户为单位，利用凉爽的自然条件采用地窖储藏，设施
简陋，储藏量小，常年发生烂薯现象。2008 年极度低温导
致全省马铃薯普遍受冻，特别是鄂西地区马铃薯受冻最为
严重，损失最大。简陋的马铃薯储藏设施已成为制约湖北
省马铃薯生产发展的瓶颈。

( 4) 鲜薯销售不畅。湖北省山区马铃薯产品进入市场
受到品种、交通、市场诸多方面条件限制，大部分以自产
自用为主，产品多了，销售就是难题; 城郊以鲜薯销售为
主，但受市场影响大，容易产生大起大落，效益极不稳定;
平原丘陵鲜薯市场主要立足于南北季节差的优势，抢占北
方 4 ～ 5 月份马铃薯供应的淡季市场，但因所需要的早熟和
极早熟品种缺乏，常常出现贱价出售，价格落差过大，极
易挫伤薯农的积极性。

( 5) 加工工业滞后。由于多方面原因，湖北省马铃薯
加工业几乎是空白，目前，仅剩存五峰县 “五东薯业”一
家，其主要是生产全粉，年消耗鲜薯能力只有 1 400 吨，规
模很小，加之设备落后，技术落后，原料价格承受能力低，
企业经常处于半停产状态。近两年来，一些薯条、薯片加
工企业相继在湖北省投产，但因缺乏专用加工品种，加工
原料供应没有保障，长期下去也将危及到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

马铃薯的繁种与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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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湖北省发展马铃薯产业的优势及发展
建议

1. 湖北省发展马铃薯产业的优势
( 1) 可利用面积空间大。从湖北土地资源现状来看，

湖北是农业大省，土地资源丰富，特别是冬闲田可利用潜
力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冬闲田近千万亩，目前利用
还不到 1%，因此，发展马铃薯生产的土地资源还有很大的
空间，尤其是鄂东及江汉平原水稻产区，耕作层深厚，土
壤肥沃，呈沙性，适宜马铃薯生长，该地区冬闲田占全省
80%，如果仅利用一半冬闲田发展马铃薯，全省就可以新增
马铃薯面积 400 万亩，是全省现有马铃薯面积的一倍。

( 2) 可推广高效模式多。近几年来，湖北省各级农业
推广部门开展了多点试验示范，在山区推广了玉米套种马
铃薯，在平原地区推广了 “马铃薯—中稻”、 “马铃薯—棉
花”和 “马铃薯—西瓜—芥菜”等高效栽培模式。其中，
薯稻模式亩总产值达 4 000 元左右，效益是传统栽培模式的
2. 5 倍; 薯棉模式亩总产值达 4 400 元左右，效益是传统栽
培模式的 3 倍; 薯瓜菜模式总产值达 5 100 元左右，效益是
传统栽培模式的 4 倍。在配套技术上，主推了马铃薯垄作、
免耕、稻草覆盖、地膜覆盖、配合防治、配方施肥等技术，
其中，垄作定植、地膜覆盖技术应用面达 80%，有 20 多个
县、市实行了配方施肥，其中主产乡镇配方施肥应用面积
达 70%，重点示范村、示范户配方施肥达 100%。

( 3) 可适宜种植季节长。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
条件南北兼备，全省地貌类型多样，既有肥沃开阔的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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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又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地，还有层峦叠嶂的广大山
区，这些地区均适宜马铃薯的种植。为了适应湖北省南北
兼备独特的气候条件，根据马铃薯生长发育特点，结合湖
北省耕作制度现状，近年来在以 “冬种夏收”为主的基础
上，平原地区成功示范推广了大棚促成 “秋种冬收”马铃
薯种植技术，水稻产区示范推广了秋马铃薯稻草覆盖栽培
技术，效益十分明显。目前，湖北省在马铃薯种植季节已
逐步实现了“冬种夏收、秋种冬收、秋种秋收”一年三季
种植。这样不仅有效地延长了马铃薯上市时间，而且缓解
了马铃薯买难卖难的矛盾，提高了薯农的收益。

( 4) 可选择良繁基点广。湖北省东西南北层峦叠嶂，
长江两岸群山环绕，在这些山区中选择海拔高、风速大、
气候冷凉、生态隔离条件好、传播媒介少的区域作为马铃
薯良种繁育的基地。在鄂西南有武陵山区，鄂西北有秦巴
山区，鄂东北有大别山区，鄂中有大洪山山区，鄂南有幕
阜山区。特别是鄂西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的武陵
山区，繁殖马铃薯良种环境优势明显，是湖北省脱毒种薯
的重要繁殖基地。

( 5) 可运作的经营机制活。近年来，湖北省马铃薯产
业坚持“面向市场建企业、依托企业建基地、围绕基地建
良繁”的发展思路，坚持走“公司 +基地 +农户”的路子，
使马铃薯产业化开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批马铃薯中介
组织有力地促进了新品种和脱毒种薯的推广应用和商品薯
的销售。一些县市重点乡镇成立了马铃薯产销协会，以网
络销售方式帮助农民跑销路，产销会分别与各生产基地村、
组、户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济人签订马铃薯生产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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