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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 survey was made in main potato planting region in the northeast Yunnan Provi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tato industry and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production conditions, cultivation

patterns, plastic film mulching,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status of potato as a staple food. The problem of spring planting

potato in this area was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in fou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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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充分了解滇东北地区马铃薯产业的现状，促进马铃薯产业又快又好的发展，调研了滇东北马铃薯主

产区的生产情况、栽培模式、地膜覆盖、产销情况及马铃薯主食化情况，全面分析了当前滇东北大春马铃薯种植中

存在的问题，并从4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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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总体概况

为充分了解滇东北地区马铃薯产业的现状，

引导产业又快又好的发展，2015年5月中旬，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马铃薯研发中心一

行4人考察了滇东北大春马铃薯最具代表性的主产

区：曲靖市的宣威市、昭通市的镇雄县及昭阳

区，就当地马铃薯生产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内

容包括生产情况、栽培模式、地膜覆盖、产销情

况及马铃薯主食化情况。

在宣威市，考察组先后走访了宣威市东山镇

海那村和板桥镇永安村的示范基地，查看了‘云薯

401’、‘宣薯2号’和‘青薯9号’等新品种示范。就

宣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的大春马铃薯侧膜

覆盖集雨栽培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现场检查

了抗旱栽培模式试验。随机调查了几处农户自种

马铃薯田，记录了田间生长基本数据和缺苗、病

害及种薯退化的情况。此外，还走访了宣威市中

心城区的农贸市场，了解 5月中旬上市马铃薯品

种、价格和产地等相关信息。

在镇雄县，考察了塘房镇和林口乡的2个大春

马铃薯地膜覆盖示范基地。通过与基层农业技术

人员及当地农民交流，全面了解了镇雄地区马铃

薯生产的基本模式、产销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在昭通市昭阳区，考察了位于昭阳区靖安乡

的马铃薯示范基地，就基地内地膜覆盖技术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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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行了详细了解，并通过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

介绍，了解到昭阳区马铃薯新品种引进的情况。

2 主要调研结果

2.1 大春马铃薯生产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选择的3个县（市、区）是云南省滇东

北地区大春马铃薯生产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宣威市是滇东北地区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县级

大市，2015年马铃薯播种面积在 4.67万 hm2左右，

近 10 年来一直是云南省马铃薯第一生产大县

（市）。该市南部地区，马铃薯种植以与玉米套种

为主，在马铃薯播种期到出苗期气候干旱少雨，

开花期多雨，晚疫病肆虐，马铃薯单产波动很

大，薯农收益不佳，马铃薯播种面积大幅下降。

同时，套种模式更多被净作所替代。北部地区则

相对湿润，土壤湿度相对较大，干旱对出苗影响

较小，马铃薯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当地主栽品种

为‘会-2’和‘威芋3号’，近年来‘宣薯2号’种植面

积上升较快，‘合作 88’、‘滇薯 6号’、‘米拉’和

‘伽马2号’在部分地区有少量种植。

镇雄县位于滇东北的东北部，是云南省人口第

一大县，经济相对落后。该地区与贵州省毕节市接

壤，气候条件类似，是一个低温寡照区域，全年平

均日照时数仅为 1 300 h，平均有效积温 1 100 ℃，

降雨分布相对均匀，马铃薯生长季节干旱危害相对

较轻。10年前，该县马铃薯播种面积居云南省第

一。2015年马铃薯播种面积在4.67万hm2左右，其

中净作占35%~40%，主要分布在海拔1 750 m以上

的高海拔地区。而在低海拔地区，马铃薯种植以与

玉米套种为主。除大春马铃薯外，该县还有小春马

铃薯0.13万~0.2万hm2（可发展潜力1.33万hm2），秋

马铃薯 0.33万 hm2（可发展潜力 2万 hm2），马铃薯

可以周年供应。由于缺乏加工企业，加上交通不

便，除本地鲜食消费外，该县马铃薯主要作为饲

料用，少部分外销四川、重庆。主要马铃薯品种

包括‘会-2’、‘威芋 3号’和‘米拉’。‘会-2’曾经

占镇雄县大春马铃薯播种面积的 40%，但是随着

市场变化和种薯种性退化，播种面积已大幅度下

降。而‘威芋 3号’因黄皮黄肉、口感较好，播种

面积正在逐步提升。2015年这 2个品种播种面积

相当，合计约为 3.33万 hm2。此外，‘米拉’播种

面积约 0.53万~0.67万 hm2，其他品种播种面积约

0.67万 hm2。

昭通市昭阳区为典型的滇东北气候，干湿季

节明显，大春马铃薯生产与曲靖市会泽县、昆明

市寻甸县等其他主产区类似。昭阳区马铃薯分布

呈现典型的山地和坝区2个生态类型。在坝区，马

铃薯种植以套种为主，很少见到净作，近年来晚

疫病危害严重，农户效益显著下降，导致播种面

积也显著下滑。在二半山区则以套种为主，净作

为辅。在高山区，以净作为主，套种为辅。2015
年昭阳区马铃薯播种面积约为 2万 hm2，主要品种

为‘会-2’和‘威芋3号’。此外，‘宣薯2号’在2013
年被引入该地进行试种，表现优异，但是晚疫病

防控需要加强。

2.2 大春马铃薯主要种植模式

在滇东北地区大春马铃薯生产主要有净作和

套种2种模式，以套种为主，净作主要分布在高海

拔山区。随着农村劳动力日趋紧张，套种比例正

在下降，净作比例正在上升。

在宣威市，大春马铃薯生产以套种为主，玉

米套马铃薯是最主要种植模式。传统四套四模式

（4行玉米套种 4行马铃薯）已经很难见到，目前

主要的套种模式是二套二模式（2行玉米套种 2行

马铃薯）和二套一模式（2 行玉米套种 1 行马铃

薯），局部地区在二套二模式基础上加以改良，

即在玉米和马铃薯行间再加播 1行芸豆。相对海

拔较高的地区，则是净作为主。在播种方式上主

要是使用畜力。

在镇雄县，套种是主要的种植模式，占到60%~
65%，大多数是玉米套种马铃薯，少量套蔬菜或豆

类。当地传统的套种模式为二套一模式（2行玉米

套种 1行马铃薯），马铃薯播种密度为 24 000株/
hm2。近年来大力推广二套二模式（2行玉米套种 2
行马铃薯），2行玉米之间和2行马铃薯之间行距均

为 40 cm，而马铃薯和玉米之间行距 60 cm，马铃

薯播种密度为36 000株/hm2。二套二模式的综合经

济效益较好，经济效益增效在 6 000元/hm2左右，

因此近年来发展较快，占到套种模式的 40%左右。

此外，在塘房镇，当地农业技术人员推广一年四

熟模式，具体是采用二套二的基本模式，2月份地

膜覆盖播种春马铃薯，4月份在马铃薯行间播种玉

米，7月底小春马铃薯收获完毕后，随即播种秋马

铃薯，9月份收获玉米后再复种一季蔬菜。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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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地的基础上，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效益。

同时，作为一种救灾栽培模式，小春损失大春补，

大春损失秋作补，较好的规避了因气象灾害造成的

风险。该种植模式也是当地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主要

推广的模式之一。

2.3 大春地膜覆盖栽培模式的推广

地膜覆盖可以有效提高地温，保持土壤墒情，

同时又不利于外界水分的进入。近年来在大春马铃薯

生产区域推广地膜覆盖技术存在一定争议，因此，地

膜覆盖技术的应用是此次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宣威市，由于该地区春旱较为严重，常规的

地膜覆盖常常导致严重缺苗，需要慎重推广。据宣

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技人员介绍，在宣威市南

部区域，春季降水较少，马铃薯地膜覆盖技术推广

十分困难，基本没有面积；在北部区域，土壤偏回

潮土类型，地膜覆盖有少量面积，主要依赖政府补

贴来推广。宣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引进的侧膜覆

盖集雨栽培技术，在保障出苗方面较常规栽培有更

好的效果。2015年该技术已在大力推广之中。

在镇雄县，由于气候相对湿润，地膜覆盖能很

好地提高地温，促进出苗，因此地膜覆盖结合二套

二栽培模式推广面积较大。尤其是在中高海拔区域

推广面积达到0.67万hm2左右。采用地膜覆盖技术

可使马铃薯提早出苗，增加产量，增产幅度10%~
30%，折合效益2 500~7 500元/hm2。但是采用该技

术后增加的人工成本较大，包括盖膜和放苗2道工

序，需要45~75个工人/hm2，成本增加3 000~4 500
元/hm2。地膜覆盖的经济效益并不显著。一旦政府

补贴取消，该技术的预期推广面积就会下降。毋庸

置疑，采用地膜覆盖加上一年四熟栽培，地膜覆盖

后的综合效益十分可观，值得推广。而在高海拔山

区，一年一熟加上交通不便，增产不增收，该技术

推广存在很大变数。

在昭阳区，大春马铃薯地膜覆盖技术的应用面

积在0.33万hm2左右，情况与镇雄县类似。一般来

说，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区域，马铃薯能够通过外销

进入市场，农民田间马铃薯产量的增加能够化作实

实在在的收入，该技术推广阻力较小；而以作饲料

为主的地方，推广难度较大，当前地膜覆盖栽培技

术推广依然是通过政府补贴主导。

2.4 马铃薯产销情况

在宣威市做市场调查，了解到当前销售的马铃

薯主要来自外地，并且，本地小春生产的老品种

（‘米拉’、‘威芋 3号’、‘粑粑洋芋’以及其他不明

品种）较新推广的‘宣薯2号’市场价格更高。

在镇雄县，经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人员介绍

和走访农户了解，对镇雄县大春马铃薯产销情况有

了较为详细的了解。镇雄县大春马铃薯总产量约为

85万 t，扣除自留种薯约12万 t，农户自己消费量约

18万t，仅有15万~20万 t形成商品薯进入市场，其

余均为饲料消耗，约为 35万~40万 t。进入市场形

成商品薯的部分，有一半为本地城镇居民消费，另

外一半进入四川、重庆等外省市场。由此可以看

出，镇雄县马铃薯商品化程度还很低。虽然该县是

云南省第一人口大县，但是劳务输出是该县第一大

产业，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以老幼妇孺为主，农业

劳动力十分缺乏，造成马铃薯新技术、新品种推广

十分困难。种薯退化、病害肆虐、广种薄收又严重

降低了农户的种植热情，使得镇雄县马铃薯产业进

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促进镇雄县大春马铃薯拓宽市

场，帮助农民卖掉种出来的产品，让增产成为实际

的收入，是破解这一迷局的有效思路。

2.5 马铃薯主食化

在滇东北地区，马铃薯人均消费量居云南省首

位。据调查，喜欢吃马铃薯的人群占人口比例90%
以上，而年人均马铃薯消费量则在100 kg左右。在

国家提出马铃薯主食化战略的大背景下，此次也调

研了滇东北地区马铃薯主食化的现状，探索适合云

南本地马铃薯消费习惯的主食化之路。

从本次调研情况来看，滇东北地区居民已经随

着收入的增加，减少了马铃薯作为主食的比例。菜

用成为马铃薯主要食用方式。马铃薯作为主食依然

有多样化的发展空间。在早餐市场上，有烤洋芋、

炸小洋芋、炸洋芋条、炸洋芋丝饼和油糕等多种马

铃薯初级加工产品可以选择，洋芋焖饭则是现代人

改善口味的主要选择之一。

2.6 马铃薯生产品种及种薯现状

在滇东北地区，马铃薯主栽品种依然以‘会-
2’、‘威芋3号’和‘米拉’为主，但比例正在迅速下

降，而‘云薯401’、‘宣薯2号’和‘青薯9号’等新

品种正在迅速发展。此次调研对新品种进行了一些

了解。‘云薯401’在宣威市东山镇海那村连续种植

4~5年，种薯退化较严重，急需更新种薯。在昭通

市，该品种因高抗晚疫病，稳产，有一定推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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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也有一定的发展前景。镇雄县农户反映‘镇

薯 1号’晚疫病抗性较好，产量表现突出，但食味

不佳，目前推广面积不到 0.33万 hm2。马铃薯新

品种‘青薯 9号’这几年在云南大春主产区表现突

出，但是随意调种，已导致北方的黑痣病随种薯

传入云南，可能成为云南省大春马铃薯栽培的主

要病害之一，应加以关注。

随机取样调查中，宣威市龙潭乡2块马铃薯地退

化严重。其种植情况为：采用净作模式，整薯播种，

种薯大小为50~80 g，播种深度10 cm。品种不详，为

3个品种混种在一起。全田多点取样调查出苗率，缺

苗15%左右。马铃薯植株退化严重（表1）。在其他地

块做了类似调查，情况与该点类似，存在混杂、退

化情况，田间缺苗在10%~30%。

表1 宣威市龙潭乡不同采样点马铃薯病害情况

Table 1 Potato disease of different samples in Longtan Village at Xuanwei City

地点

Location

1
2
3

行距（cm）
Row spacing

56
56
40

株距（cm）
Plant spacing

38
40
40

密度（株/hm2）

Density (plant/ha)

47 010
44 670
62 535

卷叶病毒（%）

PLRV

71
32
80

花叶病毒（%）

Mosaic virus

88
80
90

Y病毒（%）

PVY

0
9
5

3 建 议

通过此次调研，较为详细地了解到滇东北大春

马铃薯的一些情况，也有一些思考，详列如下：

滇东北马铃薯主要栽培品种为‘会-2’和‘威芋

3号’。近年来，因晚疫病肆虐、种薯退化，导致

产量和品质下降、外销竞争力不足，大部分用于饲

料。因产量低、价格低，农民种植马铃薯效益不

好，严重影响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也导致大春主产

区马铃薯播种面积下滑。为此，需要科技部门选育

更适宜的品种，企业生产出更多的合格种薯，推广

部门推广更好的栽培技术，共同努力，推动马铃薯

生产发展。

要加强新品种的引进与利用，滇东北马铃薯进

入市场能力有限与其相对单一的品种结构有关。通

过引进多样化的马铃薯新品种并筛选推广，可以满

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这不仅是当地农业部门的事

情，也是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方面应该积极开展的

工作。

对于马铃薯栽培模式，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不

同的技术进行推广应用。就抗旱栽培来说，滇西北

和滇东北旱区可以采用平播后起垄技术，在宣威市

等干旱严重区域，侧膜覆盖集雨栽培值得推广；针

对小春马铃薯，膜下滴灌技术有很好的应用空间。

关于种薯质量，从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户马铃薯

生产情况来看，种薯退化的现状触目惊心。高质量

脱毒种薯的推广应用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即使是示

范基地，也有因种薯质量不过关造成的缺苗、混杂

等问题。因此，云南省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的建立

任重道远，需要改变思路，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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