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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俗称土豆、 洋芋） 是世界上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农作物。 在中

国， 马铃薯是唯一能在全国各省、 市、 自治区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 马铃薯被定位

为全国七大主要农作物之一， 同时也是第四大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排在水稻、 玉米

和小麦之后。 中国马铃薯种植分为四个栽培区： 即北方一季作区、 中原二作区、 南

方冬作区和西南单双季混作区。 四川马铃薯种植属于全国马铃薯种植区域的西南单

双季混作区。

四川自然条件优越， 马铃薯宜种性广， 一年四季均有区域种植， 春、 秋季为主

要种植季节， 是继水稻、 小麦、 玉米、 甘薯之后的第五大粮食作物， 全省 21 个市

（州） 均可种植， 面积 1万亩（1亩=667平方米） 以上的县（市、 区） 有 140多个。

一、 四川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一） 发展形势

近年来， 在四川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 启动实施

了一系列项目， 四川马铃薯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2007 年， 全

省马铃薯面积达 916.8万亩， 总产 1 067 万吨， 在 2003 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 面积

和总产分别位居全国第三位和第四位； 生产布局不断优化， 形成了具有加工专用马

铃薯及种薯生产的盆周山区和川西南山地优势区， 平原丘陵区的秋、 冬马铃薯生产

也快速发展； 总结完善了以间套作为主的马铃薯配套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制订了一

系列马铃薯生产及种薯生产地方标准； 坚持“面向市场建企业、 依托企业建基地、

围绕基地建良种繁育” 的思路狠抓马铃薯产业化开发， 初步建成了一批种薯扩繁基

四川马铃薯产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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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和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全省马铃薯脱毒种薯推广比例达到 17％； 全省从事马铃

薯类加工的大中型企业达 10 余家， 马铃薯淀粉生产能力 10 万吨以上。 马铃薯已成

为促进四川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大特色产业和部分地方的支柱产业。

（二） 存在的问题

由于四川马铃薯产业基础薄弱， 尽管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产业发展的一些

关键环节还存在突出的问题。 良种繁育滞后， 生产上普遍以商品薯作种薯使用； 专

用品种缺乏， 生产上使用的马铃薯品种多以鲜食菜用型品种为主， 适宜炸片、 炸条

和淀粉加工的专用品种很少； 生产水平不高， 缺乏规模化、 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生

产， 马铃薯产量和品质不高； 贮藏设施薄弱， 种薯、 商品薯、 原料薯常因贮藏不当

造成重大损失； 加工水平低下， 鲜薯加工比例仅 10%左右， 加工产品仅以精淀粉为

主， 精深加工刚刚起步； 营销方式落后， 缺乏大型马铃薯专业交易市场和龙头营销

企业。

二、 四川马铃薯产业发展潜力

四川马铃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增产增收潜力， 产业发展的基础较

好， 技术储备丰富， 自然生态条件优越， 是最具开发潜力的优势特色作物之一。

（一） 政策环境好

近年， 四川省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马铃薯产业， 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批示， 各

级财政在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新品种的引进和筛选、 生产基地建设等方面加

大了投入， 马铃薯产业得到空前发展。 与此同时， 制定了 《四川省马铃薯产业发展

规划》， 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四川省马铃薯产业发展提升行动”， 为四川马铃薯产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 市场前景广阔

四川城乡居民素有食用马铃薯的习惯， 是马铃薯消费大省。 尤其在经济落后的

盆周山区和川西南山地区， 马铃薯是大部分农民群众的主食。 但目前四川马铃薯每

年人均消费量仍然不高， 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远远低于一些马铃薯食用大国。 我国

马铃薯精淀粉大部分依赖国外进口。 四川需求的马铃薯淀粉、 炸片、 炸条、 全粉及

其产品等目前绝大多数由省外供给， 因此马铃薯加工品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四川

马铃薯鲜食和加工原料的需求量还很大，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马铃薯都是最具市场

需求潜力的作物。

（三） 加工增值潜力大

马铃薯产业链条长， 加工增值潜力大。 若把马铃薯加工成薯条、 薯泥、 油炸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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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条） 和薯类膨化食品， 可升值 5～15 倍。 国外 70％～80％的马铃薯都是依靠加工

实现增值。 美国有 50%的马铃薯用于深加工， 生产的马铃薯食品近百种， 荷兰、 法

国的深加工比例分别为 40%和 59%。 而我国马铃薯的加工总量仅占总产量的 20%左

右， 四川 10%， 由此可见， 四川马铃薯加工增值的潜力巨大。

（四） 增产潜力巨大

四川马铃薯无论是单产还是面积都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一是面积潜力大。 复杂

多样的气候条件使全省一年四季均有马铃薯种植， 广大平丘区三季不足两季有余的

情况和在小春作物大量耕作制度改革条件下， 马铃薯的宜间套特性为其面积扩大创

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通过合理间套作， 可以向空间要粮食， 大力开发秋、 冬马铃

薯， 可以向时间要粮食。 据测算， 采取秋马铃薯与油菜套作、 小麦预留行套种冬马

铃薯等办法， 可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 800 万亩以上， 新增鲜薯 900 万吨以上。 二是

单产潜力大。 我国的水稻、 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单产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马

铃薯的单产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2006年马铃薯的亩平

产量新西兰 3 022千克、 美国 2 911千克、 荷兰为 2 778千克、 英国 2 687千克， 世

界平均 1 116 千克， 中国仅 987 千克， 四川马铃薯单产仅为 1 100 千克左右。 发挥

马铃薯高产作物的增产潜力， 可以向科技要粮食。 通过脱毒种薯等技术的应用推

广， 到 2012 年， 将四川马铃薯鲜薯单产提高到 1 400 千克， 比 2007 年增产 200 多

千克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可增产鲜薯 200 万～300 万吨。 从长远来看， 大力发展马

铃薯生产， 充分挖掘马铃薯的增产潜力， 对确保四川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五） 增收效果突出

四川一季马铃薯的平均亩产值达 800 元以上， 一些地方的秋马铃薯和冬马铃薯

平均亩产达 1 200 千克， 每亩产值 1 000 元以上， 亩纯收入 600～800 元， 明显高于

其他粮食作物。 四川马铃薯主产区多是农村最贫穷的地区和农民增收最乏力的地

区， 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 充分挖掘其增收潜力， 对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促进

农民增收， 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铃薯已经成为这些地区助农

增收的重要产业。

（六） 技术储备丰富

四川开展马铃薯研究的科研单位近 10 家， 具有高级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达 100

人以上。 他们在马铃薯种植模式、 品种选育、 脱毒种薯繁育、 配套栽培技术和产后

加工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下一步马铃薯产业的全面

升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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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七） 生态条件优越

四川多山地和高原， 地势复杂， 海拔高度变化大， 立体气候特点突出， 气候的

区域差异十分明显， 年平均气温较高， 无霜期长， 雨量充沛， 特别适合马铃薯生

产。 复杂多样的气候条件孕育了多种生态类型的马铃薯， 全省一年四季均可种植马

铃薯， 马铃薯鲜薯上市时间长， 为加工企业周年提供原料供应成为可能， 形成了四

川马铃薯“周年生产、 周年供应” 的特色和优势。 盆周山区和川西南山地优势区生

产的加工专用马铃薯和种薯产量高、 品质好； 丘陵和平原地区生产的秋、 冬菜用马

铃薯淡季上市， 品质优良。

四川省农业厅发布了 《四川省优势特色效益农业发展规划》， 马铃薯作为着力

打造的十大优势特色产业之一， 将成为四川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的一大主导产业。

一、 发展思路和目标

（一） 发展思路

按照因地制宜、 市场导向、 量质并举、 规模开发的原则。 坚持面向市场建企

业， 依托企业建基地， 围绕基地建良种繁育。 以提高产量、 改善品质、 延长产业链

为重点， 以规模化、 标准化、 产业化为发展方向。 通过大项目带动， 构建优质加工

专用及菜用马铃薯优势产业带， 创立一批马铃薯加工品品牌。

（二） 发展目标

通过 3～5 年的努力， 把四川建成全国的马铃薯产业强省， 实现“三个突破”，

即： 面积第一、 产量第一、 加工前列， 使马铃薯产业真正成为统筹城乡发展、 贯通

一、 二、 三产业、 带动农民增收、 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 到 2012 年，

全省马铃薯面积达到 1 500万亩， 总产 2 100万吨。

（三） 主要任务

1. 加强种植模式创新， 实现种植规模化

加强种植模式创新和推广， 重点挖掘盆地平原及丘陵地区、 盆周山区的面积潜

力。 盆周山区： 主要完善推广春马铃薯/玉米模式， 改一年只种一季马铃薯或玉米

为马铃薯、 玉米分带间套轮作。 盆地平原及丘陵地区改“稻—油” 为“稻—薯/油

（菜）”， 重点完善推广“中稻—稻草覆盖秋马铃薯/免耕油菜” 省工节本高效模式和

四川马铃薯产业发展前景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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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玉米/甘薯 （大豆） /马铃薯模式”。 实现向科技要面积、 向空间要面积、 向时

间要面积。

2. 加快良种繁育和脱毒种薯推广体系建设， 实现生产良种化

建成较为完善的脱毒种薯生产及销售网络体系和种薯质量检测体系。 筛选、 审

（认） 定一批高产、 优质专用马铃薯新品种。 探索种薯规模化、 工厂化生产， 降低

种薯生产成本。 依托科研单位建立原原种繁育基地， 扩大微型薯生产规模。 培育扶

持一批脱毒种薯生产销售企业， 依托种薯企业建设高质量的脱毒原种和生产种基

地， 加强脱毒种薯的推广应用。

3. 加快技术创新集成和推广， 实现生产标准化

搞好马铃薯生产技术集成创新， 大力推广脱毒种薯、 旱作节水、 测土配方、 病

虫综防等技术。 在此基础上， 川西南山地区强调合理间套轮作、 选用加工专用品

种、 晚疫病防治等技术措施的推广落实； 盆周山区强化选用多用途品种、 覆膜盖垄

作栽培， 晚疫病防治等技术的落实； 盆地丘陵平原地区通过合理间套种大力挖掘马

铃薯种植面积， 完善落实秋、 冬马铃薯配套生产技术。 大力推行按标生产， 努力提

高商品薯的产量和质量。

4. 加快马铃薯生产基地建设， 实现产品专用化

实施优质专用马铃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在盆周山区和川西南山地区加快建设

加工专用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为龙头企业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 实现加工

原料本地化； 在平坝丘陵区建立标准化菜用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 生产优质菜用马

铃薯。

5. 推动扶持加工营销， 实现产业链条化

一方面， 推动有关部门在政策、 信贷、 技术、 税收等方面扶持马铃薯加工企

业， 提升龙头企业的产业化带动能力； 另一方面， 加强市场的培育和完善， 在马铃

薯主产区建设和完善马铃薯批发交易市场。 同时， 建立主产区农业部门联系服务龙

头企业 （专合组织、 营销大户） 的制度， 以“企业 （专合组织、 营销大户） +农技

体系+农户” 的模式搞好服务。

二、 区域布局和定位

为突出优势和重点， 按照功能定位、 生态适宜、 规模优势、 良种繁育与生产相

结合、 产业化开发及市场区位优势的布局原则， 将四川马铃薯产业分为川西南山地

优势区、 盆周山区优势区和平坝丘陵优势区三个优势区域。 其中， 川西南山地优势

区重点发展淀粉加工专用马铃薯， 盆周山区优势区重点发展兼用型马铃薯和种薯生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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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繁育县（

20

个）

马铃薯优势区域重点县

74

个

盆周山区（

23

个县）

川西南山地区（

16

个县）

平原丘陵区（

35

个县）

核心县（

41

个）

图

1-1

四 川 马 铃 薯 优 势 区 域 布 局 图

产， 平坝丘陵优势区重点发展菜用型马铃薯。

按照 2007 年马铃薯的面积， 确定 8 万亩以上的核心县 41 个； 按照条件适宜，

确定良种繁育基地县 20 个。 马铃薯优势区域布局如图 1-1。

（一） 川西南山地优势区

区域特点： 本区包括川西南地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 （以下称凉山州） 全部及雅

安的汉源县和石棉县， 重点县 16 个。 区内以山地为主， 立体气候明显， 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年均温 13℃~21℃， 年降雨量 700～1 200 毫米， 非常适宜马铃薯生长。

本区 2007 年马铃薯面积 184.8 万亩， 总产 265.1 万吨， 分别占全省的 20.2％和

24.8％， 是四川马铃薯主产区之一。 马铃薯主要于 2～3 月份播种， 7 月中、 下旬到 9

月上旬收获， 种植模式以一季净作为主， 安宁河谷地带及低山地区有小面积的秋、

冬马铃薯种植。 优越的生态条件使本区生产的马铃薯淀粉含量较高， 品质好， 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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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产业化开发基础好， 发展淀粉加工型马铃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同时，

由于本区地处云贵高原， 海拔高， 气候冷凉， 是优良种薯的天然产地。

功能定位： 重点发展高淀粉加工专用马铃薯， 大力发展马铃薯淀粉加工业。

重点区域： 核心县 12 个： 盐源县、 布拖县、 昭觉县、 越西县、 会东县、 金阳

县、 美姑县、 雷波县、 喜德县、 普格县、 冕宁县、 汉源县； 良种繁育基地县 6 个：

盐源县、 布拖县、 昭觉县、 越西县、 喜德县、 汉源县； 其他重点县 4个。

主要措施： 引进、 选育、 推广高产、 抗病的高淀粉马铃薯品种； 进一步健全良

种繁育体系， 扩大脱毒种薯的生产规模， 实现本地脱毒种薯自给； 推广马铃薯高产

高效配套栽培技术， 实行无公害化、 标准化生产， 提高单产， 改善品质； 建立高淀

粉加工专用马铃薯生产基地， 为加工企业提供充足的原料， 大力发展马铃薯淀粉加

工业， 加速产业化开发进程。

（二） 盆周山区优势区

区域特点： 本区包括盆周山区的达州、 巴中、 广元、 绵阳、 泸州、 宜宾、 乐山

和雅安、 甘孜藏族自治州、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成都、 广安的部分山区县， 重点

县 23个。 本区地貌复杂， 海拔较高， 立体气候明显， 昼夜温差大， 年均温度 16℃，

年降雨量 1 000～1 600 毫米， 适宜马铃薯的生长。 本区 2007 年马铃薯面积 290.2 万

亩， 总产 315 万吨， 分别占全省的 31.7％和 29.5％， 是四川马铃薯的又一主产区之

一。 本区马铃薯主要于 1～3月播种（川西北高原地区播种期可推迟到 4～5 月播种），

7 月中、 下旬到 8 月上旬收获， 种植模式以马铃薯和玉米 （蔬菜） 间套作为主， 少

部分低山地区有秋马铃薯种植。 本区气候冷凉湿润， 自然生态条件优越， 适宜多用

途加工专用型马铃薯和优质种薯生产， 通过几年的建设， 已建成全省的多用途马铃

薯生产基地和优质种薯生产基地。

功能定位： 重点发展加工、 菜用马铃薯和优质种薯。

重点区域： 核心县（市、 区） 15个： 宣汉县、 万源市、 开江县、 通江县、 南江

县、 平昌县、 巴州区、 旺苍县、 朝天区、 叙永县、 古蔺县、 筠连县、 平武县、 马边

县、 彭州市； 良种繁育基地县 （市、 区） 14 个： 宣汉县、 万源市、 通江县、 南江

县、 朝天区、 叙永县、 筠连县、 平武县、 马边县、 彭州市、 北川县、 峨边县、 九寨

沟县、 华蓥市； 其他重点县 5个。

主要措施： 推广高产、 抗病的优质专用新品种， 优化品种布局； 建立高产高效

的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 培育一批种薯生产销售企业； 推广高产高效配套技术， 建

立专用马铃薯生产基地， 引导、 发展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

（三） 平坝丘陵优势区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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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点： 本区包括成都市、 德阳市、 资阳市、 内江市、 南充市、 遂宁市、 自

贡市全部及绵阳市、 乐山市、 眉山市、 广安市、 达州市、 泸州市、 宜宾市的丘陵

县， 重点县 35个。 本区自然生态条件较好， 热量充足， 年平均气温 16℃～18℃， 无

霜期 290～330 天， 年降雨量 900～1 300 毫米， 春、 秋两季气候十分有利于马铃薯生

长。 此外， 广安市、 自贡市、 泸州市、 宜宾市海拔 400 米以下、 年均气温 17.5℃以

上的地区， 冬季大多数年份无雪、 霜天气， 可大力发展冬作马铃薯。 本区良好的气

候条件使马铃薯一年可种植三季。 近几年因大力发展秋、 冬马铃薯， 特别是秋马铃

薯， 区域内马铃薯面积快速增长。 2007 年， 本区马铃薯面积 445.3 万亩， 总产 487

万吨， 分别占全省的 48.6％和 45.6％， 是四川马铃薯的又一主产区之一。 本区马铃

薯种植模式多样， 旱地和稻茬田均可种植， 扩大面积的潜力大， 马铃薯鲜薯上市时

间长， 通过加快发展， 可建成理想的菜用型马铃薯生产基地。

功能定位： 重点发展菜用型马铃薯生产。

重点区域： 核心县（市、 区） 14个： 武胜县、 岳池县、 邻水县、 广安区、 大竹

县、 达县、 渠县、 简阳市、 安岳县、 雁江区、 安居区、 南部县、 中江县、 金堂县；

其他重点县 21个。

主要措施： 优化种植模式， 大力发展秋、 冬马铃薯， 努力挖掘马铃薯面积潜

力； 引进推广高产、 优质、 抗病菜用型品种， 大力推广脱毒种薯及高产配套栽培技

术， 实行无公害化、 标准化生产， 大力培育马铃薯专业合作组织和营销大户， 提高

马铃薯的组织化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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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为茄科、 茄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生长习性分直立、 扩散和葡匐三种类型

（图 2-1）。 与其他一年生草本植物一样，

马铃薯植株也是由根、 茎、 叶、 花、 果实

和种子等器官组成 （图 2-2）。 在形态上与

其他植物不一致的是， 它具有块茎， 一种

变态的茎， 是最重要的经济器官。

一、 根

马铃薯的根系根据播种材料不同而不同， 用种子繁殖的为直根系 （图 2-3），

有主根和侧根之分； 用块茎繁殖的则为须根系 （图 2-4）， 全部为不定根， 没有主

根、 侧根之分， 不定根从种薯幼芽基部发出， 而后又分枝形成许多侧根。 根系发育

及分枝情况因品种和栽培条件不同而异。 马铃薯根系分布浅， 大部分品种的根系分

布在土壤 30 厘米左右的深度， 一般不超过 70 厘米， 在沙质土壤中根深也可达 100

厘米以上。 早熟品种根系一般不如晚熟品种发达， 分布很浅， 晚熟品种分布广而

深。 抗旱品种根系发达、 拉力强， 鲜重高。 所以， 种植马铃薯时要根据不同品种的

属性和根系的分布情况来确定株、 行距， 才能获得高产。

马铃薯的形态特征

第一节

马铃薯的生物

学基础知识

第二章

图

2 - 1

马 铃 薯 生 长 习 性 （图 片 来 源 于

CIP

）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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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2

马 铃 薯 植 株 （图 片 来 源 ：国 际 马 铃 薯 中 心 ）

花序

花

桨果

小叶

复叶

主茎

匍匐茎

根系

块茎

母薯

侧枝

二、 茎

马铃薯的茎分地上茎、 地下茎两部分， 有主茎、 侧茎、 匍匐茎和块茎 （图 2-

5）。 它们起源于同一组织器官， 但形态和功能各异。

图

2 - 3

马 铃 薯 直 根 系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图

2 - 4

马 铃 薯 须 根 系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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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薯上直接伸长的茎为主茎， 一个

植株可能有多个主茎， 从主茎产生的分枝

称为侧茎或侧枝。 茎的颜色因品种而异有

绿色、 紫褐色等。 一般早熟品种植株矮小，

茎高 40～70 厘米， 分枝少； 中、 晚熟品种

植株高大， 茎高 80～120厘米， 分枝多。

匍匐茎是主茎地下茎的腋芽伸长形成

的侧枝， 是形成块茎的器官。 匍匐茎大部

分集中在 5～20 厘米的土层内， 匍匐茎越多， 形成的块茎越多， 如果覆盖不好， 匍

匐茎露于土表可能形成新的枝条 摇 而不形成块茎。 实生苗结薯与用块茎播种结薯情

况不同。 实生苗没有地下茎， 实生苗产生匍匐茎， 只能从地上的节部产生， 而后像

花生一样匍匐茎入土， 才能形成块茎。 在条件不适合时会全部变成分枝， 不能形成

块茎。 所以不等植株长高就及时培土， 把茎下部的节埋上， 这对匍匐茎生长和结薯

非常重要。

块茎既是马铃薯的经济器官又是繁殖器官， 着生于匍匐茎顶端， 是匍匐茎膨大

形成， 是茎的变态。 块茎上有芽眉、 芽眼和皮孔等。 块茎与匍匐茎的连接处称为基

部或脐部， 另一端为顶部 （图 2-6）。 块茎上的芽眼呈螺旋状排列， 基部稀， 顶端

密。 马铃薯块茎的形状、 皮色和肉色因品种不同而异。 一个特定的品种， 其块茎形

状、 皮色和肉色在正常栽培条件下不会发生变化， 这些均是鉴别品种的重要指标。

但因为栽培条件和栽培地点不同， 有色品种的颜色深浅可能略有变化。 马铃薯薯块

形状有圆形、 卵形、 长卵形、 椭圆形、 长椭圆形、 扁圆形、 长扁圆形、 长筒形等

（图 2-7）； 薯皮有光滑、 粗糙或成网纹状； 皮色有白、 黄、 红及紫色等； 肉色一般

白色到黄色， 也有带红色、 紫色的 （图 2-8）； 芽眼深浅有突出、 浅、 中等、 深和

很深。

图

2 - 5

马 铃 薯 的 茎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侧茎

lateral stem

主茎

main stem

匍匐茎

stolons

块茎

tubers

第一节

图

2 - 7

马 铃 薯 薯 块 形 状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图

2 - 8

马 铃 薯 块 茎 肉

色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匍匐茎

stolons

基部

basal end

（

heel

）

顶部

apiclend

图

2 - 6

马 铃 薯 的 外 部

结 构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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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叶

马铃薯的第 1片初生叶片均为单叶， 第 2～5 片为不完全复叶， 以后随着植株生

长， 长出的叶为奇数羽状复叶（图 2-9）。

四、 花

马铃薯的花为两性花， 雄雌一体， 属于自花授粉传播物， 花序为顶生分枝型的

聚伞花序 （图 2-10）。 开花持续时间为花朵 5 天左右， 花序 15~20 天； 花冠的颜色

有白、 粉红、 紫、 蓝紫等。

五、 果实、 种子

马铃薯的果实为淡绿或紫绿色浆果， 圆形，

少数为椭圆形， 看上去像小番茄 （图 2-11）。 每

个果实含 100～250 粒或更多种子 （马铃薯真正的

种子， 称为实生种子）， 种子很小， 呈扁平或卵

圆形， 千粒重 0.5～0.6 克， 黄色或暗灰色， 新收

的种子有较长的休眠期（一般为 6个月左右）。

马铃薯在生长发育上与大多数农作物不同的是它不一定需要经过播种、 发芽、

开花和结实等全过程， 即使没有开花和结实这两个关键过程， 也能获得很好的收成

和收益。 在种子的来源上， 马铃薯也与其他作物有很大的差别， 农业生产普遍使用

图

2 - 11

马 铃 薯 果 实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图

2 - 9

马 铃 薯 复 叶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图

2 - 10

马 铃 薯 花 序 （图 片 来 源 于

G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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