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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繁育基地，完善马铃薯种薯脱毒中心基础设施建

设，形成具有天水特色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体

系，即原原种—原种—生产种，集中进行室内脱毒

苗生产、网室进行原原种生产和原种生产、分区域

大面积繁种基地建设和供种体系建设。规范种薯市

场，加强种薯质量检测、认证和监管，从种薯质量

到栽培技术进行全程质量检测，加强对马铃薯产地

环境检测，提高种薯质量。建立定期检测制度，建

立马铃薯种薯生产的准入制度。
3.4 培植龙头企业及相关合作组织

由于马铃薯用种量大、投入高且在栽培技术、
病虫害防治、储藏条件、销售等方面环节较多，因

此必须发挥龙头企业及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从种

薯质量到栽培技术进行全方位的把关，以促进优质

种薯的推广。作为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关优惠政

策，扶持龙头企业及专业合作组织做大做强种薯产

业，转变管理理念，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进天水市脱毒马铃薯产业进

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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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市属于福建省漳州地区，地处东经 117°
34′～118°09′，北纬 24°11′～24°36′，位于厦门市与

漳州市之间，是国家级粮食生产大县和全省农业

现代化试点县之一。马铃薯在粮食生产中仅次于

水稻位居第 2 位。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海澄镇

溪北村农民从同安引进马铃薯种植以来，由于经

济效益好，种植户生产积极性高，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马铃薯产业发展稳步壮大。2008 年以来龙

海市成为农业部确定的全国 500个粮食高产创建

示范县的 50 个马铃薯示范点之一。目前，龙海

市冬种马铃薯年种植 3 300 hm2 以上，一般平均

产量 3 万 kg/hm2，高的达 4.5 万 kg/hm2，商品率

85％以上， 产 值 3.75 万 元/hm2 以 上 ， 纯 收 益 在

2.25 万元/hm2 以上[1-2]。

1 马铃薯产业现状

1.1 产业发展优势

1.1.1 气候优势
龙海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海

洋性气候特点明显，年平均气温21.0℃，最冷月 1
月份平均气温 12.6℃，冬少严寒，历年极端最低气

温一般都在 0℃以上，极值为 －0.2℃。年日照时数

2 138.8 h。年平均降水量为 1 386.8 mm，但在 10
月份至翌年 2月份为相对的少雨期，5 个月降水总

量为 228.5 mm，占年降水总量的 16.5％，这段时

期也是适应马铃薯生长的最佳时间段。
1.1.2 区位优势

龙海东连厦门特区，西衔漳州市区，福厦、
漳韶高速公路，国道 324 线，鹰厦铁路、漳云省

道等交通干线横贯境内，此外厦深高铁即将开通，

因此，公路、海路四通八达，省道、县道全部实

现水泥路面，交通便利。同时，龙海市马铃薯收

获时间为每年2～4 月份，这段时间正值北方马铃薯

空档，且适逢蔬菜紧缺时节，收获的马铃薯往往

在十几个小时内就到达了沿海主要大中城市，价

格高，优势明显[3]。
1.1.3 产后加工优势

果蔬冷冻是龙海市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全

市拥有福龙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等十几个冷冻食品

加工厂，主要对收购的马铃薯进行切丁、切块冷

冻出口，是福建省主要的马铃薯加工形式之一，

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4]。

1.1.4 合作组织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拥有龙海市农鑫果

蔬专业合作社等一百多个专业合作组织，这些合

作组织内部分工明确，从种薯生产、销售、商品

薯生产、商品薯销售等每个环节都有人员具体负

责，对马铃薯产业的各个环节起到了很好的衔接

作用，形成繁、供、产、销一体的产业链条，使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2 马铃薯生产现状

龙海市现有马铃薯种植面积 3 300 hm2，主要集

中在海澄、东泗、东园、港尾、隆教、浮宫等几个

乡镇，其它乡镇虽然都有种植，但是均为小规模种

植。由于土地有限、种植效益高，许多营销大户到

周边县市，甚至相邻的广东租地种植。
1.2.1 品种的选择和种薯的供应

龙海市每年从 2 月下旬开始至4 月份，为鲜薯

收购旺季。收获的鲜薯，采用机械清洗机流水冲洗，

洗掉粘土，这样清洗后的马铃薯光鲜、无杂质、卖

相好，因此，种植的品种需要有早中熟、薯皮薯肉

黄色、薯块较耐冲洗、薯皮不易破、薯形美观、产

量高等特点。目前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主要有‘克新

18’（‘紫花 851’）和‘克新 3 号’。
龙海的农民合作组织每年都与黑龙江、河北、

内蒙古等一些信誉好的种薯企业签订种薯供销协议，

个别大的合作组织单独或是合作直接在北方建立种

薯生产基地，供应内部农户的种薯。那些与种薯企

业签订供销协议的合作组织，每到马铃薯开花期的

时候一般都会到北方实地考察种薯生产情况，了解

病害发生情况，最后根据考察情况定下需要的种薯

品种和数量。
1.2.2 农业基础设施与栽培模式

全市排、灌、提、蓄水利体系完善，目前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 85%，拥有耕作机械 3 559 台，排灌

机械2 882 台。在生长期内少雨期间，能够满足马铃

薯对水分的生长需求，在生长后期多雨期间可以方

便排涝，防止涝害、病害发生。
龙海市的种植方式主要有早稻—晚稻—马铃薯

或早稻—毛豆—马铃薯。由于全市土壤属中壤至轻

黏土，土质粘，不利于马铃薯薯块的生长，当地种

植户2000 年开始尝试采用稻草覆盖，并结合少量培

土的方式进行栽培，取得较好的效果。此后这种栽

培方式不断改进、完善，由于人力成本增加，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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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型机械，人们在改造旋耕机犁头的基础上，开

始使用旋耕机进行起垄，形成宽 1.0～1.1 m、深

0.3～0.4 m 的垄，减少了劳动力开支，2004 年逐步

形成了具有福建特色的马铃薯稻草包芯栽培技术，

这种栽培模式可以使土壤变疏松，保持一定湿度，

同时生产的马铃薯薯皮光滑、商品薯率增加、产量

也增加。2008 年开始列入农业“五新”推广工程扶

持项目，在全省重点示范推广[5－8]。
1.2.3 产后销售与加工

龙海市的马铃薯收获时主要通过两种渠道销

售。一种是鲜薯直接销售到沿海的各大中城市，一

般规模较大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有自己的销售网络，

农户生产出来的大部分鲜薯通过这些网络销售出

去；另外一种是进入加工厂，加工成冷冻马铃薯

丁、马铃薯块等加工产品进行出口。作为鲜薯形式

销售的马铃薯，一般需经过清洗后，剔除伤薯、裂

薯、烂薯、青皮薯等非商品薯，然后对商品薯进行

分级装袋、装筐、装车。为防止运输过程中高温烂

薯，保障新鲜度，提高经济效益，一般把清洗后的

马铃薯先放在冷藏库，在 0～5℃冷藏保鲜 20 h 左

右，然后用冷藏车装运到市场销售。

2 产业发展建议

2.1 推广早熟且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龙海市生产的马铃薯为冬种春收，以菜用用途

于开春供应我国中东部城市市场，推广市场认可的

黄皮淡黄肉马铃薯品种是马铃薯发展的关键。龙海

市长期种植的品种只有紫花 851 和克新 3 号，虽然

这两个品种的鲜薯适宜清洗加工，加工后卖相好，

但是，这两个品种的属于中熟品种，往往在收获时

还未达到完全成熟，因此产量提高有限。建议加大

引入或选育早熟、符合市场的品种。
2.2 推广脱毒马铃薯种薯

实践证明，应用马铃薯脱毒种薯比非脱毒种薯

（用商品薯作种）增产 15%～25%。目前，龙海市的

马铃薯脱毒种薯应用在 30%，脱毒种薯应用率不

高的主要原因一是种薯价格较贵，二是脱毒种薯供

应较为混乱。建议政府对应用脱毒种薯的补贴，开

展脱毒种薯供应的有效监管，鼓励本地种薯调供商

到东北建立脱毒种薯繁育基地，以确保脱毒种薯的

供应质量。
2.3 加快马铃薯稻草包芯高效集成技术的成果转

化

龙海市的马铃薯稻草包芯高效集成技术获漳州

市 2009 年科技进步奖，同时被列为福建省农业“五

新”推广项目。针对部分农民还存在着马铃薯栽培

技术大水（较长期半沟水）、大肥（施用复合肥达到

1 500 kg/hm2 以上）和高密度（90 000 穴/hm2 以上）

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大稻草包芯高效集成技术的成

果转化以及技术的培训和指导，促进该项目技术的

普及应用。
2.4 建立马铃薯信息平台

市场信息是决定种植效益的关键要素之一。
2011 年由于缺乏对国内马铃薯市场的信息，很多

农民合作组织前期高价购买了种薯，但是后期价格

的降低幅度大，前期购买种薯的农民合作组织相对

生产成本加大。此外，由于 2011 年的北方积压的

种薯、商品薯在开春后严重冲击了南方冬种的商品

薯市场，导致价格比往年大幅下降，丰产不丰收。
因此，建议由政府牵头建立相关的市场信息平台，

及时公布马铃薯相关的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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