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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Holland was introduced via illustration of potato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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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ng that the content of variety identification and procedures of approval in China should comply with the market rules

and seed production should be regulated. Moreover, the regulations on seed potato quality,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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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阐述荷兰马铃薯品种，种薯生产过程中的检测、认证，以及认证制度的法律、标准等保障措施，

了解荷兰马铃薯种业发展的先进性。比较中国和荷兰马铃薯种业状况，提出发展中国马铃薯产业的建议，指出中国

马铃薯品种鉴定内容和审定程序要与市场接轨，规范种薯生产环境，建立种薯质量保障法律体系和检测认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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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马铃薯生产国，拥

有适合马铃薯生长的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土地

平坦，机械化程度很高，生产效率也高。荷兰海拔

低、风速大、蚜虫压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病毒病

发生风险低，使得这里的种薯生产优势也非常显

著。马铃薯是荷兰农业的支柱产业，在近年来大多

数欧洲国家马铃薯种植面积下降的情况下，荷兰始

终保持着其占可耕地面积的25%左右，每年种植马

铃薯约 175 000 hm2，其中 85 000 hm2 是商品薯，

40 000 hm2种薯，50 000 hm2种植加工用薯。马铃

薯是荷兰最重要的农作物，每年70%商品马铃薯作

为鲜薯或者是加工产品出口，如薯片和马铃薯粉

等，其余供给荷兰本国消费者。特别在种薯生产方

面，荷兰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大约75%
的认证种薯用于出口，销往世界80多个国家[1]。

荷兰的马铃薯在国际市场上有着重要地位，

这与荷兰马铃薯生产者高水平的专业技术、育种家

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完美、有力的法律支撑和国家严

格的种薯质量检验、认证制度关系密切，这也造就

了荷兰大批优秀的品种落户世界各地。荷兰从事马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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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贸易的公司 37 家，其中种薯出口公司 26 家，

很多公司还开展育种工作，这些专业的企业育出

的品种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需求[2]。荷兰马铃薯的

产业环境优于其他国家，生产者、育种家、农

民、贸易商、检测机构和管理机构都能密切合

作，共同维护和提高产业在国内和国际的地位。

1 马铃薯品种

荷兰注册品种有400多个，1975年出版了《荷

兰马铃薯品种》[3]，该书已经经过了十几次再版。

生产上应用的品种有 250个，其中 116个品种年种

植面积在40 hm2以上，这116个品种收录在《荷兰

马铃薯品种》中。荷兰马铃薯育种完全来自于私人

融资，每年荷兰马铃薯公司对马铃薯研究和推广

投入约2 000万欧元，这些庞大的私人研究经费来

自于新开发品种育种权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和

农民的品种种植许可费用。

荷兰的育种技术先进，市场定位明确，品种

评价内容详细，每个品种的信息包括植株和块茎

生理特性、品质特性和抗病性等十几个内容，方

便品种的推广和使用。每个品种如此详细的信息

对于适宜种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用途有重要参考

作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抗病性鉴定方面除

考虑一些常见的病毒病、晚疫病和疮痂病外，还

对线虫不同小种抗病性有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可

以说世界领先，荷兰育种对线虫的重视是因为国

内线虫对产业发展有严重影响。

2 马铃薯种薯生产

荷兰马铃薯生产的优势一方面来源于高度机

械化，荷兰土地平坦，非常适宜于播种机、中耕

机和其他机械的操作；另一方面来源于严格的种

薯质量检测、认证体系。先进的机械、健康的种

薯、优质的土壤、有利的气候、受过良好训练的

专业的种植者，保证了平均产量的较高水平。荷

兰有马铃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每年通过会议讨

论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建议，除此之外，董事会

的顾问们为种植者提供马铃薯生产全程的技术支

持，这些顾问或监督人员在种薯生长季节、收获

期和储藏期进行有规律的检查。

2.1 质量检测

荷兰种薯生产必须进行质量检测和认证，荷

兰农业种子和马铃薯种薯综合检测中心（Dutch
General Inspection Service for Agricultural Seed and
Seed Potatoes , 简称 NAK）由农业部授权负责对荷

兰马铃薯种薯的监测和检验。每年检验的种薯达

3.5万~4.0 万 hm2，认证的种薯 100万 t。NAK约有

220个正式员工和 150个季节性临时工 [4]，有 90个

左右全职田检员和 15个临时田检员。NAK隶属于

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有农业部官员、NAK 员工、

出口商、育种者、农场主、种植者、批发商，下

设专业的种子技术委员会，定期组织会议提出建议、

作出决策。因此，NAK的工作是在马铃薯各界的支持

下开展，为生产出高质量的种薯服务。除NAK 外，

荷兰农业、自然管理和渔业部的植保局（The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 (PD) of the Dutch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ure Management and Fisheries)负责国

内检疫性病害控制，NAK在PD的监督下履行所有输

往欧盟以外国家的种薯检疫性病害和质量性病害

的检测。NAK运转经费完全来源于检测费。

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是从种到收，一直到出

库等几个关键时期的检测，是对种薯生产过程中

病害控制程度的评价，即种薯质量评价，包括田

间检测、杀秧期、收获后检测和库房检测[5]。2011
年在NAK申请注册的地块2.8万个，在种薯生产前

开始注册。

田间检测：指种薯在田间生长期间进行2~3次

检测，通常 3 次，主要检测种传病害（病毒和细

菌），品种真实性和纯度，以及检疫性病害。在田

间检测之前需要进行拔除病株和混杂株，使病害

和混杂降低到标准可以允许的水平，也就是将病

害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田间检测以目测为主。

杀秧处理：种薯生产杀秧期的确定不取决于

产量，而是与蚜虫相关。在生产过程中严格进行

蚜虫的监测，根据蚜虫压力、田间病毒侵染压

力、马铃薯成熟度和 PVY病毒感病品种病情决定

杀秧时间。杀秧的作用一方面是防止生长后期的

初侵染病毒传递到块茎，另一方面是防止病毒在

蚜虫迁飞高峰期的快速扩散。

收获后检测：不同品种马铃薯对一些病害的

反应程度有差异，有些感病植株并不产生明显的

症状，或者马铃薯生长后期侵染的病害达不到检

出限，目测检测不到。因此，通过每个地块随机

采集 100~200个块茎，实验室检测确定带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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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病害有病毒和细菌，病毒需催芽后长出植

株检测叶片，细菌直接检测块茎。收获后实验室

检测可以更准确地评价块茎实际质量。

出库前检测：在种薯储藏期结束时，为了保

证运送到客户手中的种薯质量，在出库前检测薯

块病害，主要检测真菌病害、细菌病害、生理性

病害、污染和异常等，荷兰不仅重视种薯病害，

还特别重视种薯的生理健康，当需要出口时还要

检测线虫。

2.2 认 证

马铃薯种薯认证体系既是一个产品质量的检

测评价体系，又是一个对生产者、产地和种薯信

息等可追踪的溯源体系。当种薯生产者向NAK通

报种植地块的时候，生产者必须提供详细的生产

信息，如品种、级别、种植数量、面积、地点

等，这些信息以地块为单位记录，检测也是以地

块为单位，每一个地块、库房都拥有一个特定的

并且是唯一的编号，根据这一编号，NAK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对其生产的种薯进行追踪溯源，便于

出现问题时进行分析和解决。

法律基础：荷兰农业、自然管理和渔业部指定

NAK作为在荷兰唯一的授权组织，负责检测并认证

种薯。NAK执行检测任务是基于荷兰种子及繁殖材

料法案（Dutch Seeds and Planting Materials Act）、荷

兰农业、自然管理和渔业部的相关法令。在荷兰

马铃薯种薯生产、销售和出口必须得到认证，既

是欧盟的规定也是荷兰的规定，欧盟的标准是基

础，而荷兰本国的标准更严格。同时，遵守欧盟

法规是种薯生产的基础，必须满足无病害规定

（Phytosanitary Directive 2000/29/EC），包括病害控

制、植物保护公约（IPPC）、植物检疫 (ISPM' s)和
EPPO 标 准 ， 还 要 满 足 市 场 规 定（Marketing
Directive (2002/56/EC)。面向欧盟市场，只允许使

用认证的种薯，不使用农场自留种，必须由NAK
检测和发标签。

标准依据：荷兰种薯经田间检测、收获后检

测和库房检测都达到标准才通过认证。通过认

证的种薯发给合格证，合格证上有生产者和种

薯品种、级别等信息，并标明“欧盟植物通行

证”，这样的种薯才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出口到

欧盟区以外的种薯还要有植保局提供的种薯检

疫证明。

2.3 生产体系

繁种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环境是否适宜和农民

的技能，荷兰在土壤中有线虫的区域不能种植种

薯，种薯生产者大部分是栽培专家、病害专家和

农机手，根据品种、薯块大小、主茎数、生理年

龄和前茬确定播种密度；严格的检测标准迫使种

薯生产者不得不一丝不苟地进行病害防治，如根

据气象数据进行晚疫病防治，以及根据蚜虫检测

结果确定杀秧期，种薯生产不追求产量的最大

化，提前杀秧常常使同品种种薯只能达到商品薯

产量的一半；农业机械设备先进，从耕种、病害

防治到收获都能采用机械化。优越的自然条件、

先进的技术和严格的认证制度保证了荷兰的种薯

繁育的代数比发展中国家多，最多可以繁殖 9代，

前基础种薯（Pre basic）最多可繁殖 4代，基础种薯

（Basic classes）可以繁殖3代，合格种薯可以繁殖2
代，但在实际生产中，受病毒和变异株等指标限

制，会出现降级，甚至被拒绝做种薯。

总之，品种的多样性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使荷兰

的种薯产业水平和出口均处于世界前沿，其先进的

技术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广。但荷兰种薯生产

和出口也有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境内局部区域有

全球性检疫性病害，如线虫，也有少量非正规的种

薯生产[2]，使荷兰可用于出口的种薯受到限制。

3 荷兰马铃薯种薯生产对中国的启示

荷兰马铃薯最突出的特点是综合实力强，从

环境到技术，从制度到法规，几乎是没有死角，

各企业技术实力均衡，标准严格，执法严谨，围

绕着产业发展合理布局和落实。而中国情况复杂

得多，目前，引人深思的与种业相关的最主要内

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3.1 中国马铃薯品种鉴定内容和审定程序要与市

场接轨

近几年，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在生产上

所占的比重渐渐增加，育种队伍和育种技术越来

越强大，但与荷兰品种评价的细致程度和育种队

伍的多元化还不一样。一方面，中国马铃薯品种

特性的鉴定正扩展到生理、品质和抗病性等多因

素评价，每个指标的鉴定技术也在不断研究、完

善和推广中。另一方面，品种使用的合法化是生

产安全的第一要素，品种审定应与市场需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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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事实上品种审定滞后于推广的情况还很多，即

某个品种在某个地方没有开展或通过国家或地方审

定，已经大面积生产并销售，使生产者毫无悬念地

处于高风险之中，且扰乱市场秩序。此外，随着国

家对种业发展的重视和种薯生产企业的成长、成

熟，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的育种刚刚走上历史舞

台，其远景值得期待。更值得借鉴的是品种保护法

的完善并确保实施，切实维护育种家的品种保护权

益，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3.2 中国马铃薯种薯生产环境需要因势利导

中国种薯生产完全是企业和农民的自主行为，

没有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从

业门槛低，正规的企业和普通农民事实上都可以生

产和经营种薯，这些因素决定了种薯生产必要的轮

作和隔离要求很难大范围实现。自然资源的限制和

宏观管理的缺失使中国的种薯生产成本远高于荷

兰，也很难有荷兰那样规范一致的生产模式[6]。因

此，根据中国目前情况，应该尽力打破个人利益为

主导的格局，建立种薯生产区域性联盟，集中做好

轮作、倒茬和隔离，合理协调种植马铃薯种薯和商

品薯，合理协调种植马铃薯种薯与其他作物，种薯

产区生产商品薯必须使用合格种薯，禁用自留种，

并对商品薯也采取一定的病害控制措施，避免影响

整个种薯区域生态环境，逐步快速、且有成效地推

进合格脱毒种薯的普及，生产商品薯的投入的增加

会由增产补偿，且可预见的长远利益更丰厚。

3.3 建立质量保障法律体系和检测认证制度

回顾已经出台的一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

和地方马铃薯种薯管理办法等，有许多适用种薯管

理的细则条款，可见，中国马铃薯种薯生产和销售

并不缺少法律基础，而是缺少正确使用法律来服务

这个产业。中国的种薯生产技术也不落后，栽培、

植保、机械技术的更新推广前所未有地迅速，但

是，这些对于改革中国种薯整体质量状况的作用

并不十分明显，主要是对这些技术贯彻的还不够到

位，马铃薯的特殊性要求种薯质量控制技术必须精

准才有作用。因此，在种薯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检测

和认证是极其重要的，在种薯质量形成的几个关键

时期的检测可以掌握各种病害防控的效果，及时纠

正偏差[7,8]。认证的结果还会使种薯市场监督等一系

列法律从空洞变得具体，成为执法依据，种薯质量

检测认证是荷兰用了近百年时间探索、实践的结

果，中国需要循序渐进去接受，这一过程的速度决

定着产业发展的速度。

3.4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马铃薯种

薯》GB18133-2012
荷兰的认证是以标准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马铃薯种薯》GB18133经过修订后具有可操

作性和时代感，与其配套的检测技术也日趋完善[9]。

当前，应积极准备认证制度的出台，需要从标准的实

施开始，只有种薯生产者和使用者都接受并会用标准

时，认证制度才具备建立的基础。国标GB18133中检

测程序与荷兰一样包括田间检测、收获后检测和库房

检测，同时，又不同于荷兰，标准中病害的指标更符

合国情并对种薯生产有约束作用。常规检测可以由第

三方实施，也可由种薯生产企业独立完成，但当出现

种薯质量纠纷时，需要第三方质检部门和司法部门介

入，运用标准对种薯质量进行评判。在寻求种薯交易

法律保护时，灵活运用标准中不同时期抽样方法、检

测方法会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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