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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马铃薯种薯的休眠、呼吸等贮藏特性以及最佳的温度、湿度、通风等贮藏条件，提出种薯的
采收与分级、预贮、贮藏期管理等贮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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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马铃薯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马铃薯商品化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1］。马铃薯块茎
既是营养器官又是繁殖器官，因此，贮藏期间对
温、湿度等环境条件的要求十分严格［ 2］。贮藏不
当容易导致种薯发芽、冻害、病害、腐烂等现象
大量发生，贮藏损耗严重，并且导致马铃薯种薯
质量下降［ 3 - 5］。降低贮藏期间种薯腐烂、发芽等贮
藏损耗和种薯活力下降的风险，必须掌握马铃薯
种薯贮藏特性与贮藏过程中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选择适宜的马铃薯贮藏技术，才能最大限度地减
少贮藏期种薯损失。
1 马铃薯种薯的贮藏特性及贮藏条件
1.1 贮藏特性

1.1.1 种薯的休眠 马铃薯收获以后仍然是一个
活体，新陈代谢继续进行，因此马铃薯贮藏期要

尽可能减少其有机物消耗和淀粉转化［ 6］。收获后
的马铃薯块茎一般在贮藏期要经过后熟、休眠和
萌芽期 3个生理阶段。马铃薯块茎一般需要经过
30 d左右的后熟期，使其自身呼吸由强逐渐变弱，
薯块表皮充分木栓化，块茎内的含水量迅速下降，
并且释放大量的热量［ 7 - 8］。因此，刚收获的马铃薯
必须先进行通风处理，使块茎的各种伤口愈合，
进一步形成木栓层，随后进入休眠状态，然后再
装袋入库。马铃薯块茎休眠期的长短因品种和贮
藏条件的不同有很大差异，一般为 90~150 d。休
眠期的块茎芽眼中幼芽处于稳定的不萌发状态，
块茎内的生理生化活动十分微弱，因此是块茎安
全贮藏的最佳时期。这个阶段的薯块不会发芽，

一旦休眠期结束，遇到适宜的条件便会发芽［ 9］。
大量研究表明，通过控制贮藏环境的温度、湿度，
可以显著地延长马铃薯块茎的休眠期。马铃薯休
眠期过后，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幼芽开始萌
动，块茎质量明显减轻，随即进入萌芽期。此外，
马铃薯贮藏过程中，前期和后期要注意防热，中
期要注意防冻。
1.1.2 种薯的呼吸作用 贮藏过程中，薯块的呼
吸强度直接关系着马铃薯种薯的贮藏质量。薯块
的呼吸受品种、成熟度、贮藏温度、湿度、气体
成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0 - 11］。一般来讲，随着贮
藏温度的升高和环境湿度的增加，薯块的呼吸作
用增强。此外，光照和机械损伤也能加强薯块的
呼吸作用，而过强的呼吸会消耗大量的养分，从
而易造成种薯活力的下降。薯块的呼吸作用会消
耗库内氧气进一步产生二氧化碳，如果在贮藏期
间通风换气不良，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积聚过多，
薯块内容易因无氧呼吸导致薯块黑心，会影响到
种薯的质量和播种后的出苗。
1.2 贮藏条件

1.2.1 温度 贮藏期间的温度控制对种薯的安全
贮藏有着重要作用。种薯入窑（库）15 d左右，温
度保持在 10～15℃，相对湿度 90%左右，有利于
增加种薯表皮木栓化程度以提高种薯存放贮藏质
量；20～30 d后，随着种薯呼吸的减弱，应适当
加强通风以散除薯堆中的热量，种薯温度降到 3~4
℃即达到贮藏温度。在 4℃低温条件下，薯块呼
吸明显减弱，皮孔关闭，病害不发展，质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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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茎不发芽［ 12］。但适当通风照光，提高温度，
则有利于嫩芽生长［ 13］。
1.2.2 湿度 种薯贮藏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80%～
90%，湿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种薯贮藏。湿度过
高，使种薯过早形成须根引发“出汗”现象，且易
引起微生物侵染而腐烂；湿度过低，块茎失水萎
蔫，损耗较大，且加速衰败。马铃薯贮藏期间的
最适宜湿度为 85%～90%［ 14］。
1.2.3 通风 种薯贮藏期间，必须保证窖（库）内
良好的通风。种薯入库前 30 d通风尤为重要。保
持通风一方面可以防止积累过多的二氧化碳，保
证马铃薯块茎的正常呼吸，确保种植后的田间出
苗率；另一方面可以平衡窑（库）内的温、湿度，
有效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预防种薯出汗和腐烂，
保证种薯的安全贮藏。
2 种薯贮藏技术
2.1 种薯的采收与分级

种薯最佳收获时间以地上部茎叶转黄、地下块
茎进入休眠期为标准。收获前 7~10 d割除地上茎部
分，选择霜前晴天、土壤干爽时收获。薯块深翻出
土后，应在田间晾晒 4~5 h左右，切忌在烈日下曝
晒。在入窖（库）贮藏前，应去掉种薯表面泥土，并
剔除病薯、烂薯、伤薯，选留健康、完整和表面干
燥的薯块，将挑选出来的好薯装入透气性好的网袋
内。并根据不同需求，对种薯进行分级存放。
2.2 预贮

马铃薯后熟期比较长，收获后的种薯需在背阴
通风处进行预贮。预贮一方面可加速块茎后熟作用
的完成，加快薯块表皮木栓化，使其迅速进入休眠
期；另一方面有利散发因呼吸和后熟作用而放出的
热量，避免发生“出汗”现象［15 -17］。预贮时块茎堆高
一般为 1.0~1.5 m，宽不超过 2.0 m，中间留通风道。
种薯在窖（库）内的贮藏量不宜太多，以占窖（库）内
容积的 1/2为宜，最多不能超过 2/3［18］。必须严格
控制种薯堆的温湿度，同时要注意防雨、防晒、遮
光，定期进行翻检，捡出腐烂的薯块。
2.3 贮藏期管理

马铃薯贮藏期间主要是调节和控制窖内温湿
度、通风换气。在此期间应遵循“两头防热、中
间御寒”的原则［ 19 - 20］，根据种薯在贮藏期的生理变
化和安全贮藏条件，通过通风换气和密闭，控制
贮藏窖的温湿度。
贮藏前期，即从入窖（库）至11月，种薯块茎正

处于准备休眠状态，呼吸旺盛，释放热量多，所以
应打开窑（库）门和气孔进行通风。贮藏中期，即 11

月至翌年 2月，种薯已进入休眠期，窖（库）内热量
低，且呼吸减弱，容易发生冻害。这一时期主要以
防冻保温为主，密闭窖（库）门和通气孔，窖（库）温
控制在 1～5℃，准备保暖透气的覆盖物，以防潮御
寒。贮藏后期，即为 2月至播种前，气温回升较
快，种薯渡过休眠期，薯块呼吸作用加强，养分损
耗加大，导致“伤热”和“烂薯”的情况发生，此时要
让种薯散光，降低种薯温度，同时促使幼芽萌动，
以备播种［21］。种薯播种前及时将烂薯、病薯挑出，
防止烂病薯侵染好种薯。此外，播种前 1～2 d切块
或随切随种，不能早切，以防烂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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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甘肃中部地区当地条件、多年试验研究，从选用良种、轮作倒茬、选地整地、配方施肥、适时
早播、合理密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适时收获等方面总结了甘肃中部地区胡麻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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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又称亚麻，亚麻科亚麻属，为一年生草
本植物，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胡麻油具有抗
衰老、美容、健体的功效，是营养极其丰富的高
级食用油［ 1］。胡麻为喜凉爽和气候干燥的长日照
作物，具有很强的耐寒性、抗逆性和适应性，在
中国的种植历史悠久，主要分布于甘肃、河北、
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省（区）。中国是胡
麻的主产国，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
2001—2007年，中国胡麻年均种植面积 40.12万
hm2，占同期世界胡麻平均总面积的 15.57%，位居
世界第3位（低于加拿大和印度）。甘肃省总产量居

全国首位，2001— 2007年的年均总产量 15.48万
t，占全国总产量的 42.72%。中国西北部地区具有
生产胡麻的适宜气候条件和丰富的土地资源，在
长期生产中农民积累了丰富的胡麻栽培经验。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领域开
始关注胡麻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包括食品、
医疗、农业等领域，市场需求不断加大，价格也
逐年上升［ 2］。但由于种植品种老化，栽培技术落
后，病虫草害严重，使胡麻整体效益不高［ 3］。尽
管近几年培育出了很多优良的新品种，然而长期
以来传统观念固化，习惯将胡麻在“下茬地”甚
至无肥条件下种植，加之种植效益低，一般旱地

单产不超过 750 kg/hm2。实践表明，良种只是实现
高产的前提条件和遗传基础，只有与良法相配套，
才能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 4］。我们通过对甘肃中
部地区的胡麻种植的调查研究和多年试验研究，
总结出了甘肃中部地区胡麻栽培技术，以期为全
面提高胡麻栽培技术水平，实现胡麻的优质、高
效栽培提供参考。
1 选用良种
选用抗旱、抗病、抗倒伏、出苗率高、丰产

性好、含油量高的品种，如陇亚杂 3号、陇亚 10
号、陇亚 12号等。其中陇亚杂 3号为杂交种，不
能留种，其余品种（非杂交种）可自行留种。
2 轮作倒茬
胡麻最忌连作，连作消耗同一种养分过多，

导致产量降低，减产幅度超过 10%。此外还易引
起严重的病害。倒茬作物一般可选择小麦、玉米、
莜麦、豆类等。在胡麻病害发生重的地区，一般
要求轮作年限 5 a以上，发病轻的地区最少为 2 a。
3 选地整地
甘肃中部地区大多为旱地梯田地，由于胡麻

的种子小，顶土能力弱，植株前期生长较慢，后
期又对水分和养分的要求很高，因此，应选择有
较强保肥能力、无杂草的地块。胡麻为直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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