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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述了贵州省马铃薯的贮藏现状 ,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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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ence Problemand Solution of Potato Storage 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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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ent situation of potato storage of Guizhou Province was summarized ,some problems existed in potato storage were discussed and 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this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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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是我国马铃薯生产大省 , 至今已有300 多年的种植

历史, 马铃薯现已成为该省重要的粮食、饲料、菜用和加工原

料作物与特色经济作物。贵州省作为我国马铃薯的重要种

植区 , 其种植规模、年总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在海拔200 ～

2 600 m 的范围内均有大面积种植。据2005 年资料( 贵州省

统计年鉴) 统计, 贵州省马铃薯常年播种面积在53 .3 万hm2

以上,2005 年种植面积达到57 .5 万hm2 , 总产量达737 .55 万

t , 单产为12 .8 t/ hm2 。近年来, 由于对马铃薯营养价值的日

益重视以及加工业的蓬勃兴起, 特别是随着马铃薯播种面

积、产量的不断增加, 落后的贮藏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日

渐突出, 且因马铃薯的贮藏受设施、具体方式、管理技术等的

制约, 贮藏效果也不尽相同 , 不同用途的块茎对贮藏条件有

不同的要求, 要达到贮藏的目的, 必须科学贮藏与管理。

1  贮藏现状

由于马铃薯产业化的推动, 极大地促进了贵州省马铃薯

加工企业的发展和应用技术的研究, 但与此同时, 贮藏技术

及其相关研究严重滞后, 尤其是适合该省条件的马铃薯贮藏

技术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在我国北方马铃薯适生区, 由

于气候相对冷凉干燥, 冬季时间较长, 马铃薯的贮藏主要以

窖藏为主, 包括井窖、窑窖、棚窖和沟藏等方式, 贮藏技术及

条件相对较好, 而在我国南方马铃薯适生区, 因常年年均气

温、空气湿度较大, 雨量充沛, 地下水位普遍较高, 并且贮藏

时间相对较短( 多数地区四季均可种植) , 所以贵州省马铃

薯的贮藏方式基本为传统的简易堆放贮藏, 贮藏设施多为没

有温湿度控制的土窑和简易仓库, 且缺乏专用的运输设备。

因贮藏粗放, 管理措施跟不上, 虽然借助了当地的自然条件 ,

能够以最低的能耗让马铃薯安全贮藏一段时间, 满足生产和

消费的基本需要, 但贮藏过程及环境条件对贮藏效果影响很

大, 据调查 , 由于贮藏技术不当 , 每年造成大约20 % ～25 % 的

马铃薯损失率, 个别地方甚至高达30 % 的贮藏损失率。就马

铃薯种薯而言, 由于贮藏不当, 薯块因蒸发、呼吸、发芽及贮

藏期病虫害等造成种薯营养成分的流失, 更重要的是由此降

低了马铃薯种植后对相关病虫害的抵御能力, 从而对马铃薯

产量及质量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就加工薯而言, 因贮藏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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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大降低原料的利用率, 贮藏期内淀粉与糖相互转化, 温

度过低, 淀粉水解酶活性增高, 薯块内单糖积累 , 薯块变甜 ,

食用品质不佳, 加工后产品极易出现褐变; 若贮藏温度过高 ,

则淀粉合成速度加快 , 但薯心容易变黑。针对贵州省马铃薯

贮藏现状, 开展适合该省条件的贮藏技术研究 , 对促进马铃

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存在问题分析

2 .1 入库贮藏的马铃薯品质参差不齐  马铃薯收获贮藏

时, 农户图省事, 不愿多投入, 加上时间紧迫、劳力不足等原

因, 不经晾晒, 挑选, 泥土与块茎混合, 潮湿淋雨 , 冻病伤烂薯

在内一起入库, 贮藏常常采用倾倒的方式, 薯块摔伤严重, 加

之堆放时人在薯堆上乱踏而踩伤薯块, 严重影响了马铃薯的

入库质量。泥土多造成贮温容易升高 , 通气不畅, 带入各种

病菌; 病烂块茎直接把大量病菌搁在薯堆内, 成为贮藏库内

发病的菌源 , 烂薯的伤口易于真菌和细菌性病害侵入, 为病

害的扩大蔓延创造了方便条件; 湿度过大不仅满足病菌繁殖

传染的条件 , 促进腐烂菌和真菌病害的发生, 还易造成块茎

早期发芽。

2 .2 不区分品种、用途混合贮藏  大多数农户只有一个贮

藏间( 室) , 贮藏时不区分品种、用途( 如食用薯、商品薯、种

薯、加工用薯) 将所有的马铃薯堆放在一处, 不仅造成品种混

杂, 病害相互传播, 影响品种特性, 还对食用的品质、加工价

值的保持等都不利, 只有考虑并满足不同用途的块茎对贮藏

条件的不同要求, 才能达到贮藏的预期目的。

2 .3  贮藏条件不完善  许多农户的贮藏室( 间) 选址不当 ,

有的地下水位较高, 致使贮藏库内湿度过大, 甚至地表出现

露水; 有些贮藏室位置背阴, 且处在风口, 在冬季贮藏马铃薯

时, 特别容易出现薯块冻害。另外 , 多数贮藏室没有通风设

施, 因而无法调节窖内温湿度 , 不能及时换入新鲜空气。

2 .4 贮藏期间管理不当 许多农户采用“自然管理的方法”

贮藏马铃薯 , 即在贮藏期间, 不检查、不调整库内的温湿度 ,

极少通风换气, 出库时易出现烂薯、伤热、发芽、黑心及冻害

等, 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 或者在贮藏时只注意保温防冻, 不

注意通风换气, 使贮藏室内因薯块自然呼吸作用产生的二氧

化碳大量积累, 其正常呼吸受到阻碍, 就种薯而言, 造成薯芽

窒息, 进而影响其出苗率。

3  解决措施

3 .1 搞好田间病害防治, 适时收获  入库块茎的病斑和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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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是马铃薯贮藏的最大隐患, 而病块和烂薯都来自田间, 所

以加强田间管理, 防治病害的发生是减少块茎病斑和烂薯最

有效的办法 , 通过及时有效的田间防治, 可以大大降低田间

病害的感染率, 从而有效保证马铃薯贮藏的入库质量; 收获

埋藏对块茎的产量、耐贮性及抗病力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

适时收获可以促进薯皮老化, 而薯皮的老化程度是决定其是

否耐贮的重要指标, 薯皮嫩易擦伤和破皮形成伤口, 危险性

病菌极易侵入, 温湿度条件一经满足即会引起腐烂并扩大蔓

延,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使收获的薯块表皮老化 , 增强其保护

和抗伤害的能力。

3 .2 确保入库质量 基本要求是薯块完整 , 薯皮干燥, 无病

薯、烂薯及其他杂质等。薯块表面未经充分干燥, 不仅能满

足病菌繁殖、传染条件, 促进腐烂菌和真菌病害的发生, 还易

造成块茎早期发芽; 病烂块茎直接把大量病菌接种在薯堆

内, 成为贮藏室发病的菌源 ; 烂薯的伤口易于真菌和细菌性

病害的侵入, 为病害的扩大和蔓延创造了方便条件; 另外, 薯

块附带过多的泥土, 容易造成贮藏室温度升高 , 通气不畅, 并

会带入各种病菌, 因此在贮藏前对马铃薯块茎进行认真清理

是保证贮藏效果的关键步骤。

3 .3 分类贮藏  分类贮藏便于按用途进行相应的管理, 以

保证贮藏质量达到不同的贮藏目的。要做到分品种、分级

别、分用途单室贮藏, 特别是以种薯生产为主的农户尤其应

该做到这一点, 以保证用种的品质和种子纯度。

3 .3 .1 种薯贮藏。不同品种的种薯, 必须分室贮藏, 以做到

没有机械混杂, 确保品种纯度。在此前提下 , 严格控制贮藏

室的温湿度 , 使之既不受到冻害又不至于发芽 , 并维持正常

的新陈代谢, 若温湿度过高, 易出现热伤发芽, 影响播种出

苗, 但过低的贮温也能降低块茎芽的萌发与生长能力。

3 .3 .2 食用薯、商品薯的贮藏。较种薯贮藏条件而言, 食用

薯和商品薯的贮藏条件相对宽松, 做到薯块不冻、不烂、不黑

心、少损耗及保持新鲜度即可。

3 .3 .3 加工薯贮藏。贮藏条件比较严格, 要求温度通常不

低于7 ℃, 湿度85 % ～90 % , 目的是尽量降低薯块中还原糖

含量, 保证油炸成品颜色合格。

3 .4  控制与调节贮藏室的温湿度 温湿度条件是影响马铃

薯贮藏的最关键因素。一般而言, 马铃薯贮藏保鲜与温度关

系最为密切。它对马铃薯的休眠长短以及芽的生长速度有

极大的影响。贮温越高, 休眠后的马铃薯发芽越快, 芽生长

也越快 , 一般认为1 ～4 ℃最有利于安全贮藏( 加工薯在贮藏

后加工前需要一个回暖过程, 温度控制在15～18 ℃, 保持10

～15 d , 种薯和商品薯一般贮藏在4 ℃以下) , 低于0 ℃则易

发生冻害, 高于5 ℃利于病菌活动和繁殖, 引起伤热、腐烂。

经过休眠的马铃薯块茎在高温条件下易发芽, 浪费养分而失

去食用价值。马铃薯块茎贮藏环境的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80 % ～93 % , 湿度过大, 可使块茎过早萌发, 也使薯堆上层块

茎出现“出汗”现象 , 易诱发病菌大量繁殖, 造成薯堆腐烂, 若

空气太干燥, 块茎失水皱缩变软, 影响食用品质。

3 .5 加强贮藏期间病害防治  马铃薯贮藏期间, 易受干腐

病、环腐病、软腐病、黑心病等的危害, 这些病害的发生与薯

块的带菌量关系密切。贮藏库内环境条件的影响也很重要 ,

尤以温度和通气条件最为关键。总体上, 贮藏温度在5 ～25

℃均可发病, 以15～20 ℃为适宜条件, 当温度大于25 ℃时伴

以潮湿条件易引起薯块腐烂, 在贮藏初期, 薯块生活力和呼

吸能力较强 , 往往因通风不良而使薯块处于缺氧状态, 利于

厌氧性病原细菌的侵染而加重薯块的腐烂。

防治马铃薯贮藏期间的病害, 应采取预防为主, 从大田、

收获、入库和贮藏等方面把好各个关键环节综合防治。

3 .6 加强贮藏期间管理  在良好的贮藏条件下, 马铃薯块

茎的自然损耗率一般不超过2 % , 因此, 如何搞好马铃薯贮藏

期间的管理 , 确保种薯和商品薯的品质 , 是贮藏工作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贮藏室( 库) 的温湿度、通气条件等对贮藏效果

至关重要, 所以 , 贮藏管理的工作重点是通过调节并控制贮

藏室( 库) 的温湿度、通风换气等措施来防止贮藏病害的发

生, 防止薯块非正常失水以及伤热发芽 , 降低损耗, 保证块茎

食用或种用的优良品质。具体管理的措施, 必须按照贮藏的

不同时期以及天气情况灵活掌握, 原则是“既要求防冻又防

热, 既防湿又防干”, 并做到及时检查, 马铃薯贮藏期间一定

要定期检查,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若有腐烂薯及时捡出 ,

若温湿度不适宜, 应及时调节。

总之, 贮藏过程是马铃薯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但由于贮藏技术及管理不当等因素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在

贵州省许多地方仍大量存在。只有明确了影响并造成马铃

薯贮藏损失的诸多因素, 才能提出针对该省广大农村切实可

行的具体措施, 以便更好地保存优良种薯, 并为马铃薯加工

企业提供各类符合要求的高品质加工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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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和活力的促进作用较高质量种子显著。SA 对辣椒种子

活力的影响和SA 的浓度有关 , 但和所供试的时间关系不显

著。试验表明, 用0 .01 ～1 .00 mmol/ L 的SA 溶液处理辣椒种

子可显著提高其抗逆性, 用0 .10 mmol/ L 的SA 处理24 h 对提

高辣椒种子活力的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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