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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of potato standardized planting techniques is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for prompting potato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d the reasons for constraining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of potato in
details. We proposed the main measures for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from managements and scientific techniques of
potatoes. Meanwhile, we had also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three services" in the work objectives,
strengthen the "three combinations" in the operating methods, and enforce the "three transforms" in the key points for
promp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standardized planting techniqu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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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马铃薯标准化种植是提升我国马铃薯产业的主要措施，详细分析制约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的原因，从

管理、科技两个层面提出了今后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的主要措施，并指出加快我国马铃薯种植技术标准化的步伐在工作目

标上要明确“三个服务”，工作方法上强化“三个结合”，工作重点上要实现“三个转变”。

关键词：马铃薯；种植；标准化；栽培

马铃薯被誉为“21 世纪健康食品”，市场前景十

分广阔。北自北纬 710，南到南纬 400，全世界大

约 150 多个国家种植马铃薯。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生

产大国，但是现有的种植模式已不能满足产业持续

发展的要求，因此，大力推进马铃薯标准化生产，

全面提高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马铃

薯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世界马铃薯的种植现状

2009 年世界马铃薯种植面积排在前 10 位的国

家是中国、俄罗斯、印度、乌克兰、波兰、美国、
白俄罗斯、秘鲁、德国、罗马尼亚。马铃薯总产

排在前 10 位的国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乌克

兰、美国、德国、波兰、荷兰、法国、白俄罗斯。
马铃薯单产排在前10 位的国家是美国、荷兰、瑞

士、比利时、德国、法国、新西兰、丹麦、英国、
澳大利亚[1]。

从马铃薯种植面积来看，中国、俄罗斯、印度

和乌克兰分列前 4 位，其种植面积均在 100 万 hm2

以上，第十名德国的年种植面积只有中国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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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却为中国总产量的 16.8%，原因在于其单产

水平较高，是中国的 3.03 倍。从单产水平来看，世

界前 10 位的国家均在 35 t / hm2 以上。第一名美国

的单产水平为 46.27 t / hm2，是世界平均单产水平的

2.57 倍，是中国单产水平的 3.18 倍。美国、荷兰、
瑞士和比利时的平均单产均为 40 t / hm2 以上，德

国、法国、新西兰、丹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单产

为 36.17~44.06 t / hm2。第十名澳大利亚的单产为

36.17 t / hm2，是世界平均单产的 2.01 倍，是中国单

产的 2.49 倍。

2 我国马铃薯种植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2.1 马铃薯种薯质量差、普及率低

发达国家马铃薯产量之所以远高出世界平均水

平，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已普遍使

用了高质量的脱毒种薯。而在中国马铃薯单产水平

一直较低，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脱毒种薯应用面积

太小。目前，关于中国脱毒种薯应用比例报道从

10%~30%不等，只要是真正应用脱毒种薯，马铃薯

增产幅度一般可达 30%~50%[2]。
2.2 马铃薯生产的投入方向不同

从发达国家的马铃薯生产来看，马铃薯生产是

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马铃薯生产的投入主

要包括种薯投入、化肥投入、农药投入、机械设备

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其他投入。种薯、机械和固定

资产的投入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投入，而中国投入比

例较大的部分是种薯、肥料（化肥和农家肥），机械

化程度非常低。同时，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生产水

平，马铃薯生产的投入差别很大。
2.3 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低下

中国马铃薯生产基本采用手工操作方式，机械

化程度非常低下，与国际先进水平的 70%相比差

距甚远。在播种时，采用手工点籽播种，播种质量

差，种植密度无法保证。在收获时，通常采用粗制

农具收获，劳动强度大，机械损伤重，直接影响外

观质量。
2.4 品种资源区域性差距较大，专用品种少

我国的马铃薯育种以高产、抗病为主要目标，

几乎全部品种以高产、鲜食为主，加工专用型品种

严重缺乏。同时品种的地域性差距较大，不同品种

在不同区域品质、产量的差距较大，且抗病性差，

缺乏多抗品种。尤其是晚疫病、病毒病和青枯病抗

性弱，产量不稳定，严重影响生产能力。
因此，今后提高我国马铃薯种植技术发展的方

向应该是标准化栽培，大力发展马铃薯标准化生

产，是推进我国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础，也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主要办法。作为一个

行业、或是一种产业，特别是一个几乎覆盖了全国

各地的行业生产，必须要有一个涵盖所有地区要求

的基本标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规范生产企业的行

为、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促进生产水平的提高。我

国马铃薯生产目前存在的问题恰恰是缺乏这样的标

准体系[3]。

3 实行马铃薯标准化栽培的必要性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

标准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农业标准化，标准是基

础。标准的质量是标准化事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3.1 标准的定义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
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

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

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3.2 农业标准化的定义

农业标准化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

础，运用简化、统一、协调、选优原理，把科研成

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标准，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加

以实施应用，实现从农田环境、投入品、生产过程

到产品的全过程控制，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提高

农业产业的素质和水平，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的转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

统一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
3.3 开展标准化栽培的重要意义

有助于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有助于推动农业

现代化进程；有助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

有助于提高农业行政执法水平；有助于应对贸易壁

垒促进国际贸易；有助于提高马铃薯产品质量；是

进入市场的通行证；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

有效手段。

4 制约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的原因

4.1 管理层面缺少有效的衔接

主要是技术法规与行政法规间缺乏有效衔接；

准立项与产业需求间缺乏有效衔接；农药登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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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药物合理使用、病虫害防治、残留限量及检测方

法标准的制定间缺乏有效衔接；农业科技项目管理

及科研成果与标准制定间缺乏有效衔接；我国标准

制修订与国际标准制修订间缺乏有效衔接；标准制

定中各利益相关方间缺乏有效衔接；标准制定、宣

传、实施、反馈、复审间缺乏有效衔接；各层次标

准体系间缺乏有效衔接。
4.2 标准制定与使用方面脱节

马铃薯的产品标准或技术标准是在正确总结科

学技术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

而，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不仅能充分反映生产者和

用户等有关各方面的客观要求，最大限度地合理利

用资源，而且能在实践中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使

生产更趋合理化。但长期以来，我国马铃薯生产单

位只注重产量、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质量管理，

虽有各类技术规程，也只是流于形式，没有把质量

工作摆到重要位置。

5 加快我国马铃薯种植技术标准化的几点

建议

5.1 管理层面

（1）加强马铃薯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先进

合理的标准，对我国的马铃薯种植及加工业的发展

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制定标准

时，必须与生产相适应、与市场相适应，提出的项

目指标既要符合产品优质、高效的要求，突出科学

性和先进性，又要便于生产单位组织生产，确保产

品质量的稳定和提高。
（2）加强有关标准的贯彻实施。贯彻实施标准

是推进马铃薯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制

定标准的目的就在于贯彻实施，而标准的贯彻实

施，涉及到多行业、多部门，因此首先要加强有关

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其次，农民是标准使用的主要

对象，要以各种形式和方法，把标准原原本本的传

递给农民，使他们了解、掌握和利用标准，自觉按

标准进行马铃薯生产经营，逐步实现马铃薯生产的

标准化管理，以达到优质、高产、高效的目的；再

次，要维护标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强制性

的标准，一经发布，就必须严肃认真、不折不扣地

贯彻执行。
（3）强化马铃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制。要建

立健全马铃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负责全国或

地区的质量检验工作，同时要强化质量监督检验机

构的职能，由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各职能部

门相互配合，加大质量监督和检查的力度，并及时

发现和解决标准贯彻实施中的各种问题，以保证标

准的正确贯彻执行，为提高整个行业的质量服务。
（4）健全种薯检疫体系。因地制宜建立适合中

国国情的种薯质量控制体系，该体系应当包括种薯

生产的各个环节，即从脱毒基础苗检测到合格种薯

的田间目测与室内分析。从管理体制上，应当有国

家和地方的专门权威机构进行监督。更重要的是应

当制定相应的法规，如各级种薯生产者的资格审

定、各级种薯的质量标准、生产与销售法规等。
（5）增加和调整对马铃薯生产的投入。适当地

增加马铃薯生产的投入，特别是在贫困地区，需要

增加对合格种薯的投入。随着脱毒种薯的普及和农

民自留种的减少，这项投入的比例将有进一步的提

高。随着种植面积和单个农户种植面积的增加，机

械化的应用也将逐步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也要增

加。随着农户种植马铃薯效益的提高和农户总体经

济实力的增加，也将进一步刺激农户对马铃薯生产

的投入。
5.2 科技层面

5.2.1 选育和种植适合各种用途的马铃薯新品种

首先，要加强对中国现有资源的评价和筛选，

从中挖掘出优良的品种资源用作生产或育种。其

次，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国外优异的品种资

源和种质资源，促进中国优良专用品种的选育。第

三，要利用新的育种技术，加强对新型栽培种、配

子频率高的二倍体野生种等资源的利用，选育一批

具有优异性状的专用新品种，如高抗晚疫病、适合

炸片或炸条、全粉和淀粉加工等。第四，要加强常

规育种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

育种目标性状采用倍性育种、基因工程、细胞工程

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技

术有机结合的方法，研究主要性状的遗传规律和高

效的育种后代评价、抗病虫鉴定技术和早世代选择

技术，构建抗晚疫病、抗病毒病、高淀粉、高产和

加工品质等改良群体，建立高效育种技术平台，提

高育种效率，加速专用新品种选育进程。
5.2.2 强化脱毒薯种繁育

建立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规范生产过程，提

高种薯质量，改进和提高脱毒技术，建立简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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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技术体系，确保核心苗不带毒。改进马铃薯微

型薯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微型薯整齐

度。加强各级种薯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特别是加

强对病毒性病害的防控，确保种薯无毒。
5.2.3 集成创新技术模式

围绕脱毒种薯推广应用，按照区域化、模式

化、轻型化、标准化的要求，集成创新马铃薯生产

技术模式，并重点抓好 6 项主推技术：

（1）免耕栽培技术。该技术具有省工省时、节

本增效、增产增收、用地养地等特点，在南方秋冬

种地区，可因地制宜示范推广马铃薯稻草覆盖免耕

栽培技术，北方地区也可积极试验探索相适应的免

耕栽培技术[4]。
（2）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该技术具有增温、保

墒、增产等特点，是挖掘马铃薯增产潜力的重要措

施之一，适宜北方旱作区和西南山区推广应用。
（3）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土壤状况、品种、

栽培方式、目标产量和生长特点，采取科学配方施

肥方法，适宜于马铃薯主产区推广应用。
（4）旱作节水技术。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抗旱品

种、保水剂包衣等技术，提高水分利用率。
（5）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在加强病虫害监测

的同时，因地制宜做好晚疫病、蚜虫等生物灾害的

防控工作，重点是选用抗病品种，采取农业、生

物、化学等防控技术。
（6）机械化生产技术。主要包括机械化耕地、播

种、病虫草害防治、收获等环节的机械化生产技术。
5.2.4 研制和推广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小型生产机

械设备

由于中国马铃薯生产比较分散，单个种植户

的种植面积总体是偏小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内，每户种植面积几公顷、几十公顷应当占中国

马铃薯种植面积的绝大部分，而种植规模在数百

公顷的农户（农场）只会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小部

分。因此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研制适合中国马铃

薯生产状况的中、小型马铃薯生产机械设备是很

有必要的，特别应当重点研制小型的播种机械和

收获机械。

6 加快我国马铃薯种植技术标准化几点思考

我国马铃薯种植技术标准化既要具有中国特

色，又符合国际规则；以转化先进适用技术为基本

内容，以标准化生产示范为基本手段，使科学研究

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政府推动、企业带动、社会

力量全面参与。
（1）工作目标上要明确“三个服务”。围绕“无公

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全面实施，马铃薯标准化栽培要

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服务；围绕“三农”和粮

食安全问题，马铃薯标准化栽培要为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服务；围绕进出口贸易，马铃

薯标准化栽培要为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服务。
（2）工作方法上强化“三个结合”。与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要紧密结合；与“三品一标”要紧密结

合；与农技推广要紧密结合。
（3）工作重点上要实现“三个转变”。马铃薯标

准化栽培从抓目标向抓落实转变；从抓数量，向数

量质量并举、突出质量转变；从初级管理向深度管

理转变。
总之，马铃薯产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选择

好种植品种，提高单产，增加总产，大力发展产品

和食品加工业，扩大内需和出口，我国才能从马铃

薯生产大国迈进生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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