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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马铃薯源自南美,数百年前初为国人所知,除作为皇宫珍肴之外,实则因其为苦寒僻壤之

地接济民食的度荒之粮,方志广录不缀.及至今日,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居全球之

首,成为生产效益最高的大田粮食作物.溯其发展渊源,是作者彰其历史功效以观其发展前景之

主要目的.追踪散见的农史研究,作者籍此考证了马铃薯可能早于欧洲引入我国的史实.综观

方志和相关文献,分析近５０年的统计数据,作者探究了马铃薯由平民赖以生存之食向战略支撑

作物转变的历史过程以及支撑这种转变的科技进步轨迹,以期为产业发展提供思辨之据.因涉

及历史跨度较长和考证领域较广,初稿«中国马铃薯的历史沿革»达３万余言,本刊征得作者同

意,以«中国马铃薯引进与传播之辨析»«中国马铃薯从济荒作物到主粮之变迁»«中国马铃薯科技

发展与创新之回顾»３篇独立文章的形式登载,以便读者参阅,特此注明.

中国马铃薯引进与传播之辨析

谢从华,柳俊

农业农村部马铃薯生物学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国家蔬菜改良中心华中分中心/

湖北省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马铃薯在南美已有上万年的栽培驯化历史,然其在大陆间的传播仅发生在近代数百年间,海路是唯

一可能的途径,但马铃薯引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却无定论.本文根据航海史料及最早发现大陆间特异物种的时

间推测,马铃薯引进中国的时间可能为明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郑和的第６次航海返回之时.根据典籍方志所

载分析,马铃薯最初２００年主要种植于北京,逐步成为皇宫珍肴.清朝时期于相互毗邻的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和

秦巴山区广为栽培,是我国马铃薯最早的集中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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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是茄科(Solanacea)茄属(Solanum)植
物,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Andes)高寒山区,已发现

１０７个野生种和４个栽培种[１],现广为栽培的是马

铃薯普通栽培种(Solanumtuberosum Chilotanum
Group).马铃薯适应性广,产量高,营养全面,粮、
菜、饲料皆宜.国际上,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第６２
届联合国大会将２００８年确定为“国际马铃薯年”,以
呼吁世界重视马铃薯在消除贫困方面的特殊作用.
在国内,虽然马铃薯栽培历史不长,但已由最初的救

荒作物发展成为西南、西北、华北等地重要的粮食作

物和华中、华南等地比较效益显著的经济作物,其种

植和加工正在成为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一些学者已就马铃薯

在我国的栽培历史进行了探究[２Ｇ１０],但因考证资料

所限或分析角度不同,对于具体引入时间结论不一.
本文试图通过已有文献和分析,回顾我国马铃薯栽

培和技术发展的历史沿革,以期厘清一些矛盾之处,
达到正确认识马铃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

用和谋求产业科学发展之目的.

1　马铃薯的起源与驯化

1.1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

植物的起源中心具有最大的遗传类型的多样

性.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VavilovNI)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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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考察和收集了几乎世界各地的栽

培植物资源,根据形态建成的地理学区分法,于

１９２６年首次提出了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概念[１１].

１９３５年瓦维洛夫进一步将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划分

为８个中心和３个亚中心,栽培马铃薯源于南美中

心(第 Ⅷ 中心),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南部[１２].
马铃薯分为栽培种和野生种２类,属于茄属

(Solanum)马铃薯组(Petota).马铃薯植物学分类

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更新的过程.以植物形态为主的

系统分类,将马铃薯组已收集鉴定的种分为７个栽

培种和２２８个野生种[１３].由于马铃薯存在种间杂

交亲和的可能性,且具有同源和异源多倍性机制并

存、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兼具的特性,以及可能还有

新近发生的物种变异和随外界条件而发生的表型改

变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种间具有很高的表型相似

性[１４].因此,以形态为主要依据的分类难以明确物

种的真正界限.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利用

核微 卫 星 标 记 和 质 体 DNA 标 记,结 合 形 态 学,

Spooner等[１]将马铃薯重新划分为４个栽培种和

１０７个野生种.生态地理学研究结果表明,野生种

主要生长在南半球７°~２４°S、平均海拔３０００m 左

右的高山地区和北半球３８°N 附近、海拔２０００m 左

右的地区,分布于美国西南部到阿根廷北部一线.
但野生种总数的８７％集中在阿根廷、秘鲁、玻利维

亚和墨西哥等４个国家[１５],这里即为马铃薯的主要

起源之地.
1.2　马铃薯最早驯化于秘鲁

马铃薯的栽培驯化历史十分悠久.秘鲁北部沿

海出土的马铃薯块茎形状的陶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４世纪前的莫契卡(Mochica)文明、契姆(Chimú)文
明和印加(Inca)文明时期[１６].淀粉粒和细胞结构

的 电 子 显 微 镜 观 察 证 明,在 利 马 附 近 奇 尔 卡

(Chilca)山谷出土的植物残体为马铃薯,碳放射性

检测确认这些马铃薯具有８０００年历史,与新世界

(New World)农业起源的时期相当[１６],说明马铃薯

与南美的农业文明密不可分.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

和植物残体发现的区域,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
马铃薯驯化栽培的起源地为秘鲁安第斯山南部与的

的喀喀湖(LakeTiticaca)北部之间的地区.最近也

有关于北美马铃薯野生种利用的研究报道.美国犹

他州南部出土的石杵上粘附有淀粉粒,根据形态特

征推测其来自于马铃薯野生种Solanumjamesii

Torr,距今１０９００~１０１００a,研究者认为这是北美

最 早 的 马 铃 薯 野 生 种 利 用 证 据[１７]. 显 然,
S．jamesii与北美马铃薯栽培种的起源没有直接联

系,很可能在当时仅作为食物来源之一.
1.3　马铃薯栽培种的进化仍有待解析

目前世界上广为种植的马铃薯为马铃薯普通栽

培种(Solanumtuberosum).该种又分为２个品种

群:安第斯品种群(AndigenumGroup),包括安第斯

高海拔地区的二倍体、三倍体和四倍体基因型;智利

品种群(Chilotanum Group),为生长于智利低海拔

地区的四倍体地方品种[１８].这２个品种群在地理

位置上相互隔离,分别适应于不同的光周期条件,而
且安第斯品种群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单向杂交不亲和

的特点,使得种性得以保持.
关于栽培种的起源曾有过不同的推测[１].一种

是多中心假说(multipleoriginhypothesis).因为

马铃薯基因型多样性主要位于秘鲁至玻利维亚高原

和智利南部,有研究者认为栽培种有２个主要的地

理上隔离的起源中心,分别由不同的野生种进化而

来.另一种是限制中心假说(restrictedoriginhyＧ
pothesis).这一假说由Salaman于１９４６年提出,认
为马铃薯的栽培驯化主要发生在南美哥伦比亚和玻

利维亚的某个地方,由二倍体野生种的多倍化而来,
然后这些短日型的地方品种又引入哥伦比亚、委内

瑞拉和智利沿海等新的生态区域[１９].实际上,这２
种假说的矛盾之处主要是关于智利四倍体地方品种

的起源和分类.
利用分子标记对收集的马铃薯野生种和栽培种

资源进行分析,Spooner等[２０]认为马铃薯栽培种的

安第斯品种群起源于二倍体S．brevical,由混合群

体在秘鲁南部和相邻的玻利维亚北部单一驯化而

来;原始的二倍体群体和栽培驯化的二倍体具有相

同的质体DNA单体型.而安第斯品种群中的三倍

体和四倍体类型则可能具有多个起源中心,由二倍

体未减数分裂或种间杂交的多倍化形成.其后野生

种的基因渗入,进一步使安第斯品种群具备了对不

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２１].S．berthaultii 以及S．
magalia 基因的导入,可能是在智利南部沿海地区

形成智利品种群的原因[１].但是,栽培马铃薯的起

源到现在为止仍无定论,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据才

能真正揭示栽培马铃薯的进化途径和机制.

2　马铃薯的传播

一般认为,马铃薯从南美到欧洲是这个作物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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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向新世界之外的地方传播,但传播的具体时间却

说法不一,不过所有文献均表明是在１６世纪的后半

叶.西班牙人在１５３２－１５７２年征服秘鲁期间,发现

了种植于安第斯山区的马铃薯,并随船带到西班牙.

Hawkes[１６]较为详尽地综述了有关马铃薯引入西班

牙具体时间的几种说法,大多接受１５７０年首次引入

欧洲的推测.
至于 带 到 西 班 牙 的 是 S．tuberosum 还 是

S．andigena则仍然有待考证.有人认为来自安第

斯的马铃薯应该是S．andigena,经过自１５７０年以

后的长日照选择,植物学家林奈(Linneaus)在１７５０
年左右将其定名为S．tuberosum L．.这一观点源

自欧洲新型栽培种(NeoＧTuberosum)的创制[２２].
新型栽培种指短日型的安第斯栽培种通过杂交与选

择后所形成的能够在长日照条件下结薯,并且具有

相应表型和生理性状的新种质.但分子生物学研究

证明,新型栽培种的核SSR标记只与智利栽培种相

关,而与安第斯栽培种无关[２３],这是否说明欧洲最

早引进的马铃薯可能来自于智利,属于S．tuberosＧ
um ChileanGroup,还需要有更多的科学证据.

英格兰随后在１５８８－１５９３年也引进了马铃薯,

Hawkes[２４]经过考证提出具体时间最有可能是１５９０
年.一些学者认为,西班牙和英格兰的这２次引进,
开启了马铃薯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之旅.由西班

牙传到了欧洲大陆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由英格兰传

到了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欧的部分地区.
马铃薯还先后由英国引进到其海外殖民地,其中包

括后来归属于美国的一些地区.马铃薯引入欧洲后

的传播途径实际上并不如此单一.有记载表明,意
大利的马铃薯来自荷兰,最早在 １５８７ 年开始种

植[１６].非洲是引进马铃薯较晚的地方,大概在１９
世纪由德国和英国的移民与传教士将马铃薯首先带

到东非[２５].
欧洲是否是最早引入马铃薯的地方则仍然存

疑.数个世纪前,大陆间的物种交换只能靠航海实

现.有文献表明,哥伦布１４９２年开始的发现新世界

航海之旅,其所用海图已标有北起厄瓜多尔巴塔哥

里亚(Patagonia)南至南极半岛的海岸线、安第斯

(Andes)山脉、南极大陆、南舍德兰群岛(theSouth
ShetelandIslands)等的准确位置,说明已有人先期

到达过这些地方并绘制了海图.更加确切的事实

是,在欧洲人探险航海之前,菲律宾就有了由南美传

入的马铃薯[２６].从这些资料推测,在西班牙征服者

从南美将马铃薯带到欧洲之前,这一作物很可能已

通过更早的航海活动带到了其他大陆,这与我国马

铃薯的引入可能不无关系.

3　马铃薯引入我国的时间辨析

3.1　国外关于我国马铃薯引入时间的推测

马铃 薯 引 入 我 国 的 时 间 一 直 没 有 定 论.

Hawkes[１６]认为,马铃薯由英国传教士于１７世纪末

带到印度,到中国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否也是由

英国传教士引入中国没有明说,且时间概念也较模

糊.也有国外学者认为,马铃薯于１６０３年由荷兰移

民首先引到台湾澎湖列岛,明朝末年在全国广为种

植[２７].与之相似,有人认为马铃薯在１６５０年前引

进到我国台湾,因为荷兰船长Strus１６５０年在台湾

见过马铃薯,并在其日记中有所记述[２８].但不赞同

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马铃薯１５７０年引进到欧洲

后,直到１８世纪中期才在法国南部和爱尔兰南部等

光周期适宜的地方开始作为大田作物种植,以后经

过长时间的早熟性和长日照适应性的选择,西欧和

北欧才能够作为作物生产.１６５０ 年的荷兰是否有

了马铃薯普通栽培种尚无从证实,更谈不上由荷兰

传入台湾[５].然而,其他关于马铃薯引入中国时间

的国外文献则主要引自Laufer[２８]和 Hawkes[１３],没
有提出新的说法和证据.很显然,国外文献的基本

观点都是马铃薯由欧洲传入中国,只是时间和途径

不同而已.马铃薯到底是什么时间引入我国,可能

只有从国内的有关记载和发生的可能性加以辨析.
3.2　我国文献记载所引发的争论

国内主要根据记载马铃薯史籍的年份来推测马

铃薯引进的时间.但马铃薯在我国有许多别名,除
了“马铃薯”作为中文学名现今通用外,西南、西北称

为“洋芋”,东北、华北、华中称为“土豆”,山西一些地

方还俗称“山药蛋”,沿海一带则称“荷兰薯”“番仔

薯”等,古时的称谓可能就更多了.异物同名、同名

异物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了以史籍记载来推测引

种时间的困难,辨名因此成为证史的焦点.
«长安客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可能与马铃薯有

关的史籍,也是引发马铃薯引种时间之争的关键文

献.«长安客话»为明朝万历中后期京师西城指挥使

蒋一葵所撰,具体成书时间推测为１６００－１６１０年.
该书记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
此差松甘.”马铃薯史学研究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

最早使用“土豆”一名的史籍.然而,在书中“土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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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之下还引有明朝文人徐渭写于明朝嘉庆末年

(约１５６５年)的«土豆»诗:“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

雌.吴沙落花子,蜀国叶蹲鸱.配茗人犹未,随羞箸

似知.娇颦非不赏,憔悴浣沙时.”形容“土豆”质地

软于榛仁,味道美于茭白,形似江苏落花生和四川野

芋,虽尚未登大雅之堂,但为百姓喜食之物.由此看

来,“土豆”一名最早应来自徐渭.翟乾祥[２９]据此提

出,马铃薯传入我国的时间是在明万历初以前,还指

出这与玉米和红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差不多,并且认

为其还可能先于玉米与红薯来到我国.徐渭史称明

代三大才子之一,善书画诗文,亦喜美食,常为佳肴

赞诗,留下诸多脍灸人口之作.土豆之于这样的美

食大家,不谓新奇,不谓味殊,恐不得入诗.由此,佟
屏亚等[４]根据这一史料明确提出,“马铃薯引种北京

的下限时间应在１５５０年以前”.
对于这一考证,有人认为是同名异物所引致的

错误.杨宝霖[３０]推测,«长安客话»中的土豆是黄

独.赞同此说的还有谷茂和信乃诠[６].黄独为薯蓣

科多年生藤本植物,块茎卵圆或梨形,直径４~１０
cm.茎上结卵圆形小球,类似山药豆.因此,持异

议的学者认为,“土豆”可能是因为形状似豆而为黄

独之别名.但从植物特性上看,黄独喜阴湿,属于热

带、亚热带植物,主要分布在河南南部、安徽南部、江
苏南部、浙江等地,北方气候不适于其生长.因此,
楚雪等[３１]认为提出这种异议可能为“考证之疏”.

项梦冰[１０]则提出另一种推测,«长安客话»中的

“土豆”既非马铃薯,亦非黄独,而是豆科植物土圞

儿,即«本草拾遗»所载“土芋”,认为“这是北京地区

给土圞儿取的新名”,有“香芋”和“落花生”２个不同

品种.这一推测的依据来自于光绪«顺天府志»五十

“食货志二物产蔬属”(周家楣修,张之洞纂,

１８８９年重印本).该志引有昌平宋志对土芋的记

载:“土芋一名土豆,圆如卵,可蒸食.”然而,土圞儿

的植物特性和地理分布与黄独相似,同为热带、亚热

带植物,北方亦不适宜其生长.但项梦冰[１０]认为,
可能“历史上土圞儿的地理分布要比今天更为靠北,
北京也在分布区之内.北京后来之所以被排除出分

布区,可能跟气候、环境的变迁以及过度采挖都有关

系”.根据植物进化的原理,一种植物对环境的适应

性应随选择或驯化而逐步增强,而不是减弱.因此,
古时北方气候可能适于土圞儿的推测不符合科学常

理,据此认定«长安客话»中的“土豆”为土圞儿实当

斟酌.还应该看到,如果香芋和落花生为同一物,且

古时长安都有出产,为何«长安客话»要将土豆与分

别产于四川的香芋和江苏落花生相比? 显然这三者

产地有别,且非同一物.
事实上,不赞成«长安客话»所载“土豆”是马铃

薯的学者认为,徐渭«土豆»成诗在１５６５年左右,如
果诗中“土豆”是马铃薯,那么国内的马铃薯引进时

间可能在明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甚至更早.这个

时间早于西班牙引进马铃薯的时间(１５７０年),而美

洲是欧洲人首先发现的新大陆,中国早于欧洲引进

马铃薯没有可能[５].南美离我国万里之遥,浩瀚无

际和变幻莫测的海洋阻隔了大陆间的交往,在没有

其他交通工具的数百年前,物种交换的唯一可能就

是海上通道.西班牙正是依据其航海实力征服了南

美,将马铃薯带到了欧洲.那么我国是否有早于欧

洲到达南美的航海,并且有可能带回了马铃薯,就成

了考证我国马铃薯引入时间的关键.
3.3　马铃薯可能在 1423 年由郑和第 6 次航海引入

我国

　　海图是航海最重要的资料,无此便不分东南西

北,甚至会沉沙折戟.而数百年前的海图绘制,若不

亲到该处则无从落笔,因此,海图所标之地必是前人

所到之处.英国前皇家海军潜艇编队指挥官加文
孟席斯(MenziesGavin)历时１４a,访问了１２０多个

国家,考察了９００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从不同时期

的航海资料和实物证据中,得出中国人最早绘制了

世界海图这一改写历史的结论.Menzies[２６]详细考

证和论述了１４２１－１４２３年郑和的第６次航海经历.
在永乐皇帝朱棣的支持下,郑和指挥由４个船队组

成的巨大舰队,于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初出发,穿
越印度洋,绕过好望角,经大西洋,分别到达了南北

极和世界各大陆.其中,周满作为指挥官的船队到

达了南美,再经秘鲁向西至澳大利亚,过菲律宾,于
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返回.这一时间比哥伦布

(ColumbusChristopher)发现美洲大陆(１４９２)早了

７０年,比库克(CookJames)发现澳大利亚(１７７０)早
了３００多年.这为中国早于欧洲引进马铃薯提供了

时间上的可能.
除了船舶残骸和所载物品的考证之外,物种在

各大陆间的传播也是郑和船队所到之地的关键证据

之一.Menzies[２６]详细考证了欧洲人到达各大陆时

所记载的物种.在欧洲人最早到达菲律宾的时候

(１５２０年),就发现当地种有马铃薯,而且郑和船队

同时带回的还有玉米、甘薯等南美作物,这是马铃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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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最先引进的直接证据.由此来看,马铃薯

最早引入亚洲的时间应该是１４２２－１４２３年.周满

的船队１４２３年１０月返回故土,可以推测,１４２３年

最有可能是马铃薯引入我国的时间.
3.4　北京可能是我国最早栽培马铃薯的地区

由上述推论看来,徐渭诗赞的“土豆”为马铃薯

实有可能.“土豆”一名在２００年后的崇祯年间一直

沿用,成为了当时京城的特产和皇宫佳肴.明万历

年间的太监刘若愚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至崇祯十四年

(１６４１)在狱中编成«酌中志»一书２３卷,后人将有史

料价值的第１６卷至２０卷校勘重印为«明宫史».其

“火集饮食好尚”一部,逐月甚至逐日记录了皇宫

内的饮食珍味.其中正月十六日所记有:“灯市至十

六日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 素蔬则滇南

之鸡,五台之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等蘑菇,东海之

石花海白菜 ,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
都中之山药、土豆, .”这里的“土豆”为马铃薯

已无疑义,且华北一直袭用至今.据此可以推论,京
城可能是马铃薯最早引入和繁衍种植之地.

马铃薯为外来之物,其初始种植和繁种非一般

农户可为.而在明代,皇家设有上林苑嘉蔬署,专司

专业“菜户”管理和皇家蔬菜供应之职.翟乾祥在

«１６－１９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８]一文中写道:
“当时北京紫禁城附近的隙地从东华门至丽春门(南
池子)凡里许,皆种瓜蔬,注水负瓮,宛如村舍.”这其

中的瓜蔬就包括了马铃薯.“皇家菜户在不具备繁

育的条件下,以其娴熟的技艺筛选繁育出很多品种

群.这项工作从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中叶为时近

百年,为华北提供了马铃薯种源地.这件事在农史

上功不可没.”在清朝取消了明代皇帝的供应系统

后,前朝的皇家菜户则成为普通农民,品种和种植技

术得以流入民间,土豆也随之成为了百姓食物.可

以看出,明朝时期,马铃薯经过长期的栽培、保种、繁
殖等技术探索,成为皇家专享的菜蔬,直至清朝才逐

步推广开来,其间经历了２００余年,这可能是民间志

书关于马铃薯的记载多始于清朝的原因.
3.5　马铃薯最先传播于乌蒙、武陵和秦巴山区

马铃薯引入最初如何在国内传播尚考证难全,
但从载有马铃薯方志的编纂时间和地域,可以大致

看出其时序与分布,从名称则可推测其来源.
农史学家何炳棣曾查阅了北美馆藏记载有马铃

薯的方志共计６３种以及吴其浚１８４８年所著«植物

名实图考»等史料和农书[２],这些典籍的时间跨度为

１７５５年清朝乾隆年间到１９２９年的民国时期,地理

上覆盖东至黑龙江,西至新疆,北至甘肃,南至福建,
中包括川、陕、湘、鄂等１６个省区.不排除因馆藏所

限,还有一些史料未能检阅到.比如,清朝康熙四十

九年(１７００年)首次载有“马铃薯”的福建«松溪县

志»[３２]所记“马铃薯”虽认为有黄独异名之疑[１０],但
仅属推测(见下文).再如贵州威宁大定知府王允浩

１７５０年所编、后经时任知府黄宅中于１８４９年重修

完稿的«大定府志»,其卷１４记有“岷山之下,野有蹲

鸱,蓋蜀土产芋形圆而大,宜瘠土阳坡,又名阳

芋”.“阳芋”一名也为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１８４８年

的«植物名实图考»所录,其卷六“蔬类”首次载有“阳
芋”植株素描图,并配详细的文字描述:“阳芋,黔滇

有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根多

白须,下结圆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

弱如蔓,盖即黄独也”.这从植物学上表明马铃薯在

茎蔓的冠层表型上确与黄独相似,上述１８世纪元年

«松溪县志»所载应为马铃薯无误.
从志书编纂时间上分析,按现今所属行政区划,

１８世纪早、中期福建南平(１７００年)、贵州毕节(１７５０
年)、河北保定(１７５５年)和湖北十堰(１７７３年)已有

记载,说明这些地方较早就有马铃薯种植.１９世纪

早、中期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已大范围扩散开来.
由此可以看出,马铃薯在清朝逐步推广栽培.“土
豆”主要为马铃薯引入京城后所赋名称,华北通用,
而湖北１７７３年的«郧西县志»物产部百草类则记有

土豆,名称与京城、河北方志相同,说明鄂西北的马

铃薯可能先于他地引自北方,由此再向相邻地区传

播.«大定府志»所载“阳芋”后记为“洋芋”,云、贵、
川、渝及相邻的湘、鄂、陕地区一致,说明这一地区的

马铃薯有共同来源.郑和为云南昆明人士,不排除

马铃薯输入京城之后,郑和亦将其带到了西南山区,
很可能最先的引入地为云南,再行西南地区的传播.
福建的记载亦较早,是否与周满船队返回时将马铃

薯带到台湾有关,还需考证.但荷兰船长Strus的

日记记述他１６５０年在台湾见过马铃薯,在时间上应

有可能.而东南沿海与台湾一样,将马铃薯称谓“番
仔薯”“爪哇薯”[３３],引入路径上甚有关联.因此,马
铃薯引入我国后,其南北扩散可能来源不同.

虽然清朝时期马铃薯传播范围几乎覆盖了全

国,但从方志记载的地方和数量看,最多的为四川,
从１８１２年的«江油县志»到１９３１年的«武胜县志»,
计２３州(府)县２４部,几乎包括现今四川、重庆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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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次为湖北,从１７７３年的«郧西县志»到１８８４
年的«兴山县志»,含１２州(府)县共１２部,主要为鄂

西地区和与之相邻的荆州.陕西的亦较多,从１８９２
年的«宁陕厅志»到１９２１年的«南郑县志»共８部,主
要为西南部与陇、川、鄂相邻的地区.在１９世纪中

后期,湖南和贵州各有２部(１８４７－１８７９年).２０世

纪早期甘肃志书有３部(１９０９－１９２６年).其他地

区均只索到１例,除河北１７５５年的«祁州志»外,余
均编纂较晚.

这些方志表明,清朝时期我国马铃薯的主要产

地为相互毗邻的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其
他地区的推广则在其后.究其原因对认知我国马铃

薯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可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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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introductionandspreadofpotatoinChina

XIEConghua,LIUJun

KeyLaboratoryofPotatoBiologyandBiotechnology,Ministryof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

NationalCenterforVegetableImprovement(CentralChina)/PotatoEngineeringandTechnology
ResearchCenterofHubeiProvince (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　ThepotatohasbeencultivatedanddomesticatedinSouthAmericafortensofthousands
ofyears,butitsspreadbetweencontinentshasonlyoccurredinrecentcenturiesasnavigationistheonly
possibleway．However,whenandhowthepotatowasintroducedtoChinaisstilluncertain．Accordingto
thehistoricaldataofnavigationandtheearliestdiscoveryofuniquespeciesbetweencontinents,itisposＧ
siblethattheintroductionofpotatotoChinamaybeinthe２１styearofYongLeofMingDynasty
(１４２３)whenZHENG Hereturnedfrom hissixthvoyage．Resultsofanalyzingthelocalchronicles
showedthatthepotatowasfirstplantedmainlyinthePekinginthefirst２００years,andgraduallybeＧ
camearoyaldelicacy．DuringtheQingDynasty,itwaswidelyspreadin Wumeng,WulingandQinba
mountainousregionsadjacenttoeachother,wherewastheearliestconcentratedpotatoproducingareain
China．

Keywords　potato;originanddomestication;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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