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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一作区马铃薯贮藏技术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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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铃薯贮藏是马铃薯生产的一个及其重要环节，贮藏质量的好坏，关系到马铃薯产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对近年

来我国北方一作区马铃薯贮藏技术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根据该生态区的地域特点，结合马铃薯贮藏期间各阶段的生理变化，阐

述了温度、湿度、空气成分等影响马铃薯贮藏效果的主要因素及提高贮藏质量的技术要点，提出了贮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建

议，以期为北方一作区马铃薯贮藏技术的研究及其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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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营养价值丰富、

加工用途广泛等特点，逐渐成为我国继水稻、小麦、

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作物，2015 年农业部把马铃

薯主粮化工作列入重要议程，马铃薯主粮化不仅有

助于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

障我国粮食安全，而且有助于改善和丰富我国居民

膳食营养结构 [1]。北方一作区包括东北地区的黑龙

江、吉林两省和辽宁省除辽东半岛以外的大部，华

北地区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

宁夏、甘肃、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新疆天山以北地

区，是我国马铃薯主要产区。2017 年我国马铃薯种

植面积 576.75 万 hm2，总产量 9920.56 万 t，而北方

一作区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45% 和

44% 左右 [2]。这一地区的特点是纬度较高，昼夜温

差大，冬季气候寒冷且漫长，每年有长达 6~7 个月

的贮藏期，给该地区马铃薯贮藏管理带来了一系列

技术难题，已成为当前北方一作区发展马铃薯产业

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马铃薯贮藏过程的生理变化
收获的马铃薯块茎尽管不再有来自地上部输

送来的营养物质，但仍进行着新陈代谢，这是影响马

铃薯贮藏质量的主要因素。依据收获后薯块贮藏期

生理变化特点，整个贮藏期可分为 3 个生理阶段，即

生理后熟阶段、休眠阶段、萌芽阶段。马铃薯后熟阶

段亦称贮藏前期，生理活动表现为呼吸旺盛，水分蒸

发较多，重量急剧下降，同时放出相当多的热量，这

一过程大概经过 15~30d ；休眠阶段即贮藏中期，在

这一时期薯块表皮完全木栓化，呼吸作用减弱，养分

消耗下降并趋至最低点；萌芽阶段也称为贮藏后期，

生理活动表现为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芽眼内的

幼芽开始萌动生长，这是马铃薯发育的持续和生长

过程的开始，在这一时期，块茎各项生理生化活动进

入了一个新的活化阶段 [3]。

2　影响马铃薯贮藏的主要因素
2.1　田间管理措施及收获质量　收获前田间病虫

害防治水平、薯块的成熟度、收获时机械损伤率及运

输过程中的挤伤和擦伤、入窖前窖内是否及时清理

与消毒等，都影响着马铃薯的贮藏质量。

2.2　温度要求　因用途不同，在马铃薯贮藏过程中，

对温度的要求亦不同。鲜食薯全贮藏期要求温度控

制在 1~3℃；加工用薯贮藏适宜温度为 10~15℃，若加

工期较长，可先将大量原料薯在7~8℃条件下贮藏，加

工前将低温贮藏的薯块放于 15~18℃条件下 15~20d，
进行回暖处理，可使低温转化的糖再逆转为淀粉，利

于加工产品品质；种薯的贮藏温度与种用品质密切相

关，以 3~4℃最为适宜 [4]。

2.3　湿度要求　湿度是影响马铃薯贮藏的又一关

键因素，根据用途不同，对贮藏湿度要求也不同。种

薯在贮藏期窖内相对湿度必须保持在 80%~93% 之

间；鲜食和加工薯则应控制在 85%~95% 之间 [4]。

2.4　空气成分要求　马铃薯在贮藏期间依然进行

新陈代谢，吸入 O2 放出 CO2 和 H2O。在贮藏期各个

生理阶段，保持良好的通风有助于增加窖内 O2 含

量，降低 CO2 的浓度，保证 O2 含量不低于５％，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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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因缺 O2 引起薯块组织坏死，导致“黑心”现象 
发生。

2.5　光照要求　直射的日光和散射光都能使薯皮

变绿，龙葵素含量增加，降低食用与加工品质，鲜食

和加工用薯应尽量避光贮藏；但光照对种薯的长期

贮藏却有帮助，龙葵素含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对病

菌侵染的抑制作用。

3　提高马铃薯贮藏质量的主要措施
3.1　加强田间管理，保证收获薯块完整度　马铃薯

生长期间，做好田间病虫害防治工作，及时拔除杂

株、病株；适时收获，保证薯块成熟度，收获时避免机

械损伤；块茎收获出土后在田间短暂晾晒 1~2h，去
除表面泥土，选择通风良好、避光、干燥的地点进行

预贮，在 10~15℃的条件下，经 7~10d，表皮和受伤

的薯块伤口就会木栓化。因北方一作区在预贮期间

可能会有温度骤降、雨雪天气，需做好防护。

3.2　窖内消毒通风，薯块分级堆放　

3.2.1　提前做好贮藏窖清理消毒工作　窖内消毒可

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对四壁进行喷

雾消毒，并用石灰水喷洒地面，或每 m3 用高锰酸钾

4g、甲醛 6g 进行熏蒸，使用时先将高锰酸钾置于玻

璃或陶瓷容器中，然后倒入甲醛溶液，即可产生消毒

气体，密闭 48h 后进行通风后使用。

3.2.2　按品种、大小、级别分类堆放　因不同品种、

大小、级别的薯块休眠期存在差异，应该分开贮藏，

避免互相影响。本区马铃薯在窖内的堆放方法有堆

积贮藏、筐内贮藏、分垛贮藏等，通常采用网袋包装，

分垛贮藏，网袋应与地面之间用木板隔开、垛与垛间

隔 40~50cm，要求垛高不超过 2m，一般以窖高的 1/2
较为合适，以利于通风降温，散热驱湿。

3.3　及时通风 , 调温控湿　通风不仅能有效降低窖

内的温湿度，而且还能增加 O2 的含量。刚收获的薯

块呼吸强度大，产生大量 H2O 和 CO2，需要加强空气

对流，应打开通风孔通风、降温、降湿。当进入严冬

季节后，窖内温度逐渐下降，易受冻害，此时窖门和

通气孔应全部封闭，最好在薯垛上覆盖 30~40cm 稻

草或其他秸秆，这样窖内的湿度才能基本保持恒定。

开春以后气温迅速升高，应防止外界热空气进入，避

免块茎发芽。

3.4　辐射处理贮藏　辐射处理是目前马铃薯贮藏

抑芽效果较好的一种高效技术，主要应用钴-60 放

射源的γ- 射线的穿透力以达到防腐、杀菌和抑制

发芽的目的，一般用 8~15krad 剂量照射马铃薯，有

明显的抑芽作用，而且不会导致薯块内部放射性物

质的增多 [5]。

3.5　合理使用抑芽剂　常用的抑芽剂主要有氯苯

胺灵、a- 萘乙酸甲酯等，氯苯胺灵以熏蒸的抑芽效

果最好，熏蒸的适宜用量为 0.5%~1.0%，每次 48h 左

右，药效长达 8 个月以上，但氯苯胺灵对马铃薯的发

芽抑制是不可逆的，不能用于种薯的贮藏 [6]。a- 萘

乙酸甲酯每 t 薯块用药 30~50g，溶于 60mL 酒精后

与 2~3kg 细沙均匀混合后撒在薯块中，待萘乙酸甲

酯缓慢挥发后，可抑制贮藏马铃薯块茎的发芽。北

方冬季长期贮藏的马铃薯，应在休眠中期施药处理，

用药过晚会导致药效降低 [6-7]。

4　马铃薯贮藏期间主要病害及其防治
马铃薯贮藏期病害病原不同，发病的症状特点

也不一致。北方一作区普遍发生的病害主要有 5种，

包括真菌性病害（干腐病、晚疫病、湿腐病）和细菌

性病害（环腐病、软腐病）。其中晚疫病大部分发生

在贮藏中前期，而干腐病则在贮藏中后期表现比较

明显，适宜贮藏期晚疫病和干腐病防治的药剂可选

用瑞毒霉锰锌和 25% 甲霜灵锰锌 [8]。

5　存在问题
5.1　分散窖贮为主，贮藏设施落后　北方一作区马

铃薯生产主要以数量庞大的农户为主，数据显示，在

北方一作区，20t 的马铃薯贮藏设施大部分不具备强

制通风控温条件，严重制约了马铃薯现代化贮藏技

术的应用。

5.2　贮藏管理粗放，缺少有效的防病措施　大部分

种植户对贮藏期防病意识薄弱，块茎没按级别、大

小、品种进行分别贮藏，其次是缺少可靠的病害防治

药物和简便易行的技术支持。

5.3　抑芽技术应用与推广不足　关于氯苯胺灵在

马铃薯贮藏过程中的有效作用我国早在 20 世纪末

就有报道，但在实际中尚未大规模的使用。一方面

是种植户对此类技术比较陌生，另一方面是技术推

广部门缺乏及时的技术指导 [9]。

6　马铃薯贮藏技术发展建议
6.1　对马铃薯贮藏设施的建立及改造进行补贴　

各级涉农部门在制定计划和安排项目时，向马铃薯

产业倾斜，将马铃薯贮藏设施建设和对农村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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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短视频促进种业展示传播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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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 / 农业部华南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摘要：智能手机、移动宽带互联网普及，为蔬菜种业博览会等农业会展提供了网上与实地展示相结合的展示传播推广渠道，

达到 365 天永不落幕的展示成效，创新了蔬菜种业等农业展会。文章分析了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现状、趋势，现有种业展示推广

及与互联网结合现状，分析了短视频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特点优势，指出了通过网上开展种业展示传播推广的做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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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人们的生活、工作已全面步入新媒体

时代，每天起居劳作中大部分时间离不开手机、网

络，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也逐步转移到智能手机、

IPAD 等功能强大的移动轻便智能终端上。依托于

高速互联网、移动网和高性能智能终端的普及，人们

获取图文、高清音视频信息更便捷，即时通讯沟通实

现了高清音视顺畅对话。音视频信息是新媒体网络

传播中最优的信息载体，音视频结合新媒体进行教

育、展示等信息传播是一种较优的传播展示方式。

2020 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人们面对

面的信息传播沟通，却大大推进了音视频结合新媒

体的信息传播应用，包括教育、展会等各行各业均积

极涉足，亲密接触，并取得了很好成效，值得大力推

广应用，尤其是农业的种业展示。

贮藏窖进行升级改造纳入补贴范围内，并逐步向现

代化贮藏库过渡。

6.2　提高农民的科学贮藏意识　政府或马铃薯种

植合作社应加强与马铃薯科研及技术推广单位合

作，针对马铃薯贮藏过程中各个环节技术要点，组织

开展专业的技术培训，普及先进的国内外贮藏技术

和经验，加强农民的科学贮藏意识。

6.3　加强抑芽剂的研究进度，积极推广抑芽调控技

术　科研单位应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发，加大抑芽剂的研究和利

用，并及时将抑芽技术推广应用。

根据马铃薯贮藏各阶段生理变化特性，按照不

同用途及时对温度、湿度、通风进行调控，防止病害

发生、减少养分损耗，保证贮藏质量；积极研发推广

辐照、抑芽剂等技术的应用，利用北方一作区独特的

自然条件优势，在政策的支持下，使马铃薯贮藏设施

逐步向现代化贮藏过渡，推动马铃薯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卢肖平．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意义、瓶颈与政策建议．华中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7

[2] 常贵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转变与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应对．农业

经济，2020（5）：3-5

[3] 门福义，刘梦云．马铃薯栽培生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117-118

[4] 谢开云，何卫，曲纲．马铃薯贮藏技术．北京：金盾出版社，2011： 

26-27

[5] 段伟伟，胡丽君．马铃薯贮藏技术的研究现状．农业科技通讯，2012

（4）：21-23

[6] 杨昕臻，张武，胡新元．马铃薯抑芽技术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农业

科技与信息，2015（10）：84-86，102

[7] 张有林．马铃薯的贮前处理及几种贮藏方法．农产品加工，2008

（6）：17，19

[8] 赵生山，牛乐华．马铃薯贮藏期病害调查及药剂防治研究．农业科

技与信息，2008（11）：44-46

[9] 田世龙，田甲春，葛霞．中国马铃薯贮藏技术现状与发展展望 // 中

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马铃薯产业与现代可持续农业

（2015）．黑龙江：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2015：40-45

（收稿日期：2020-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