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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西藏人民颇为喜爱的作物之一。通过介绍马铃薯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及其综合利用前

景等方面，以期为改善西藏地区马铃薯生产加工现状，开发有效利用途径，增加西藏经济效益和农牧民收入作出

科学指导，并提出发展对策。

关键词：西藏；马铃薯加工；综合利用前景；发展对策

西藏地区马铃薯综合利用前景及发展对策——戴相林，廖文华，卓 嘎，等

近年来，西藏地区凭借气候和地理优势，马铃薯

种植面积呈稳步增加的趋势。2012年，西藏自治区马

铃薯种植面积达733.3 hm2，产量21 000 t，分别约占

西藏自治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0.31%和2.24%[1]。马铃薯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

用价值，可加工制成各种产品，广泛用于食品、医

药、化工、饲料、纺织、涂料等行业，具有产量

高、经济价值高、用途广、适应性强等特点[2]。但长

期以来，由于西藏自治区对马铃薯资源认识不足，

加工技术落后，尤其是缺乏精深产品加工方面的技

术、人才和资金，使马铃薯产品加工仍处于高产

出、低投入的初级产品上[3]。因此，作者通过介绍马

铃薯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及其综合利用前景等方

面，以期为改善西藏地区马铃薯生产加工现状，开

发有效利用途径，增加西藏自治区经济效益和农牧

民收入作出科学指导，并提出发展对策。

1 西藏地区马铃薯生产概况及气候资源优势

1.1 西藏地区马铃薯生产概况

2005～2012 年，西藏地区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呈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500 hm2，增加到了2012
年的 733.3 hm2，增加了 46.7%，平均年增长率为

6.8%。与种植面积相反，马铃薯产量呈下降趋势，由

2005年的30 000 t，减少到了2012年的21 000 t，减

少了30%，平均年递减率为4.3%。马铃薯产量的下

降可能与西藏地区栽植的马铃薯种性退化有关[4]。

1.2 西藏地区马铃薯生产的气候资源优势

马铃薯具有喜凉特性，适合在高寒冷凉的地区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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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研究表明，马铃薯在 12～18℃条件下，为

萌芽至幼苗出土的最适宜温度，块茎形成和膨大

的最适温度为 16～18℃，当温度高于 30℃时，块

茎完全停止生长，结薯期要求低的夜温条件，否

则会对块茎形成和膨大产生不利影响；马铃薯喜

光，强光条件下块茎形成较早，块茎产量和块茎

干物质含量较高[5]。一般来说低温、短日照和强光

对块茎形成有利。

西藏地区辐射强烈，年太阳辐射总量达7 000~
8 000 MJ/m2，光合有效辐射总量3 000~3 400 J/m2；日

照多，年日照时数达 2 800~3 300 h；年降雨量

251.7~580.0 mm，雨量多集中在 6~9月份，夜雨率

约为65.5%，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马

铃薯的种植。

2 马铃薯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

2.1 马铃薯的营养价值

马铃薯的营养价值主要指的是马铃薯块茎作

为食品的营养价值。有研究报道，每餐配合食用

马铃薯和全脂牛奶可以得到人体需要的一切食物

元素[6]。马铃薯营养成分主要是淀粉、蛋白质、维

生素和矿物质。具有脂肪含量低、维生素 C 含量

高、较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营养特点，尤其是

含有较高的镁、钾元素。马铃薯的矿物质呈碱

性，可中和酸性食品（大米、白面、动物食品等）

的酸度，保持体内的酸碱平衡[7]。据测定，每100 g
马铃薯所含的蛋白质高于大米，并且质量接近动物

蛋白。马铃薯含有人类所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其中还

有一般作物所缺少的赖氨酸和色氨酸[8]。因此，马铃

薯被营养学家视为21世纪的“饮食新贵”[9]。马铃薯营

养成分见表1，马铃薯与其它粮食的营养成分比较见

表2[10]。

2.2 马铃薯的保健作用

马铃薯不但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还具有

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

（1）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马铃薯能够提供

给人体大量的粘体蛋白质，其能预防心血管系统

的脂肪沉积，保持动脉血管的弹性，防止动脉粥

样硬化过早发生[11]。

（2）润滑作用：可预防肝脏、肾脏中结缔组织

的萎缩，保持呼吸道、消化道的滑润[12]。

（3）和胃健脾：马铃薯具有和胃、健脾、益气的

表1 马铃薯营养成分含量 (每百克含量)
Table 1 Nutrients content of potato(Hectogram content)

营养成分

Nutritious element
可食部分 Edible part
水分 Water（g）
能量 Energy（kJ）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g）
蛋白质 Protein（g）
灰分 Ash（g）
膳食纤维 Dietary fiber（g）
脂肪 Fat（g）
类胡萝卜素Carotenoid（μg）
维生素C Vitamin C（mg）
维生素A Vitamin A（mg）
尼克酸 Nicotinic acid（mg）
维生素E Vitamin E（mg）
硫胺素 Thiamine（mg）
δ-维生素E δ-E（mg）
（β-γ）-维生素E（β-γ）-E（mg）
α-维生素E α-E（mg）

含量

Content
94.00
79.80

318.00
17.20

2.00
0.80
0.70
0.20

70.80
27.00

5.00
1.10
0.34
0.08
0.16
0.10
0.08

营养成分

Nutritious element
核黄素 Riboflavin（mg）
胆固醇 Cholesterol（mg）
视黄醇 Retinol（mg)
钾 K（mg）
磷 P（mg）
镁 Mg（mg）
钙 Ca（mg）
钠 Na（mg）
碘 I（mg）
铁 Te（mg)
硒 Se（μg）
锌 Zn（mg）
锰 Mn（mg）
铜 Cu（mg）
天冬氨酸 Aspartic（mg）
谷氨酸 Glutamate（mg）
芳香族氨基酸

Aromatic amino（T）（mg）

含量

Content
0.04
0.00
0.00

342.00
40.00
23.00

8.00
2.70
1.20
0.80
0.78
0.37
0.14
0.12

356.00
270.00
120.00

营养成分

Nutritious element
亮氨酸 Leucine（mg）
缬氨酸 Valine（mg）
赖氨酸 Lysine（mg）
精氨酸 Arginine（mg）
苯丙氨酸 Phenylalanine（mg）
丝氨酸 Serine（mg）
丙氨酸 Alanine（mg）
异亮氨酸 Isoleucine（mg）
酪氨酸 Tyrosine（mg）
甘氨酸 Glycine（mg）
苏氨酸 Threonine（mg）
脯氨酸 Proline（mg）
色氨酸 Tryptophan（mg）
组氨酸 Histidine（mg）
蛋氨酸 Methionine（mg）
胱氨酸 Cystine（mg）
含硫氨基酸

Sulfur amino acid（T)（mg）

含量

Content
94.0
87.0
82.0
71.0
67.0
64.0
60.0
58.0
53.0
52.0
51.0
49.0
29.0
27.0
24.0
21.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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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可以预防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习

惯性便秘等疾病，并有解毒、消炎的功效[11]。

（4）保健抗癌：马铃薯所含的半纤维素成分，

能增加肠道的蠕动次数，具有保健抗癌作用 [13]。

（5）预防中风：有专家指出，每人每天食用一个

马铃薯，能够大大减少中风的机会[9]。

（6）食用人群范围广泛：马铃薯的淀粉属于碳

水化合物，人食用后需经一系列消化过程，才能被

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因此，马铃薯不容易引起

血糖异常升高，是糖尿病患者的最佳食品[9]。

（7）减肥佳品：马铃薯所含脂肪约为大米及面粉

的7%，因此，马铃薯还是最佳的减肥食品之一[14]。

此外，马铃薯含有丰富的钾，被称为钾食物中

的王牌。因此，马铃薯还具有预防高血压、利尿排

尿的作用。同时，对改善气喘病和皮肤炎等过敏体

质也具有明显效果[13]。

3 马铃薯综合利用途径

马铃薯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使其可加

工制成各种产品。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都致力于

马铃薯的加工技术研究，马铃薯加工领域国内的

185 项中文专利中，马铃薯薯片或薯条占 2%，马

铃薯淀粉变性淀粉占 9%，马铃薯及其淀粉加工的

食品与配料占 15%[15]。研究表明，以马铃薯为原

料，可加工生产 2 000 多种产品，广泛用于食品、

医药、化工、饲料、纺织、涂料、石油、造纸、铸

造等行业[16. 17]（图1）。

4 西藏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4.1 西藏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马铃薯加工企业150余

家，变性淀粉、全粉、薯片加工规模以上企业 25
家左右[17]。其中淀粉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黑龙江、

内蒙古、宁夏、甘肃、云南、贵州等省份；全粉加

工企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山西等省份；薯

片、薯条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内蒙古、黑龙

江、上海、广东、江苏等省份。而西藏自治区马铃

营养成分

Nutritious element
蛋白质 Protein（g）
脂肪 Fat（g）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g）
能量 Energy（kJ）
膳食纤维 Dietary fiber（g）
钾 K（mg）
钙 Ca（mg）
磷 P（mg）
铁 Te（mg)
类胡萝卜素Carotenoid（μg）
维生素B1 Vitamin B1（μg）
维生素B2 Vitamin B2（μg）
维生素C Vitamin C（μg）
尼克酸 Nicotinic acid（mg）

鲜马铃薯

Fresh potato
2.00
0.20

16.50
318.10

0.70
342.00

8.00
40.00

0.80
70.80

0.04
0.08

27.00
1.10

标准面粉

Standard flour
11.20

1.50
71.50

1440.00
2.10

190.00
31.00

188.00
3.50
0.00
0.08
0.28
0.00
2.00

大米

Rice
7.40
0.80

77.20
1448.40

0.70
103.00

13.00
110.00

2.30
0.00
0.08
0.28
0.00
2.00

小米

Millet
9.00
3.10

73.50
1498.60

1.60
284.00

41.00
229.00

5.10
0.10
0.10
0.33
0.00
1.50

玉米面

Cornflour
8.10
3.30

69.60
1423.20

5.60
249.00

2.00
196.00

3.20
0.04
0.09
0.26
0.00
2.30

荞麦面

Buckwheat flour
9.30

23.00
66.50

1356.30
6.50

401.00
47.00

297.00
6.20
0.02
0.16
0.28
0.00
2.20

莜麦面

Oat flour
12.20

7.20
67.80

1611.60
0.00

319.00
27.00
35.00
13.60

0.22
0.20
0.41
0.00
2.10

黄豆

Soya
16.00
15.50
18.60

1502.80
15.50

0.00
1835.00
2855.00

55.00
2.00
3.95
1.25
0.00
1.00

黑豆

Black soya
36.10
15.90
23.30

1594.90
1377.00

25.00
224.00
500.00

7.00
0.03
0.33
0.20
0.00
2.00

表2 马铃薯与其他粮食的营养成分比较（每百克含量）

Table 2 Nutrients comparison of potato and other foods（Hectogram content）

淀粉 变性淀粉

全粉

冷冻薯条

各类薯片

粉丝、粉条、粉皮

医药

纺织

造纸

建筑材料

乳制品

面制品

肉制品

速冻食品

糖果、果冻

饮料、食用油

膨化食品、松脆点心

马铃薯

图1 马铃薯综合利用途径示意图

Figure 1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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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产品加工中，次级产品和精深产品加工比重明显

不足，使马铃薯产品生产加工仍停留在高投人、低

产出的初级产品上[3]。可见，西藏地区马铃薯加工

企业还未达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没有形成龙头

企业、市场优势和品牌优势。

4.2 西藏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对策

（1）加快马铃薯加工人才培养建设：以西藏自

治区马铃薯加工领域的重点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

体，联合马铃薯加工企业，构建 1～2个符合西藏

地区马铃薯加工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基地，加快马

铃薯创新型人才的建设。

（2）加强马铃薯加工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加强对

马铃薯食用变性淀粉生产技术和膨化食品的研发及

应用；加强马铃薯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和副产

物的综合利用技术；开发马铃薯高分子、高能量的

运动食品；研发低含油量、健康油炸薯制食品加工

技术；组建马铃薯加工产品研发中心、推动马铃薯

加工工程实验室建设。

（3）实现马铃薯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

推动西藏地区马铃薯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

发展。变散户经营为规模经营，成立现代农业生产

专业合作社，不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思路，采取

新举措，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需要打破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营格局，

努力适应农业机械化等现代生产要素的需求，从而

加快农业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的形成。

（4）加大西藏地区政策扶持力度：中国出台了

很多促进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政策，如 2006年农业

部出台了《关于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意见》；2007
年成立生产专家指导组；2008年发布了《马铃薯优

势区域发展布局》规划等[18]。西藏自治区可利用国

家对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支持，出台相关优惠政

策，扶持马铃薯生产加工企业，给予马铃薯生产

加工企业以资金、人才和技术上的支撑；引导金

融机构及国内外企业参与项目建设；完善社会化

服务体系等，建立一整套激励机制，促进马铃薯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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