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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eed Potato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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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Seed potato quality control sys tem is not perfect in China, which affec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 try. The development tren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n seed potatoes is analyzed, and proposals for potato indus try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which may lay down a sound foundation for Chinese seed potato quality control to meet
international s tandards as soon as poss i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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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马铃薯种薯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影响中国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对种薯质量控制的发

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种薯质量控制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为中国马铃薯种薯质量尽快与国际接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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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我国继小麦、水稻和玉米之后的第四

大粮食作物，同时又是重要的饲料和工业原料。随

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深加工产业的发展，特别是

冬种马铃薯产业的发展，马铃薯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008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消息称：解决人

类未来粮食安全问题只有靠马铃薯，因为马铃薯

具有耐贫瘠、耐旱等特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2008 年定为“马铃薯年”，是继 2003 年“国际水稻

年”后，第二次以一种农作物命名一个年份 [1]。党

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大力支持马铃薯产业

发展。温家宝总理曾批示：“把小土豆做成大产

业”。农业部出台了《农业部关于加快马铃薯产业

发展意见》[2]，农业部也已规划并提出到 2010 年我

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将扩大到 1 亿亩，脱毒种薯普及

率将达到 55% 以上的发展目标。近些年各地政府

也响应国家号召，纷纷采取措施加快中国马铃薯产

业发展。
种薯是马铃薯产业链条中的最重要环节，种薯

质量是影响马铃薯产量的重要因素，目前，国际马

铃薯贸易中，种薯质量竞争是第一位。国际上马铃

薯生产最先进国家如荷兰、加拿大、英国等马铃薯

种薯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在质量控制的保障下健康

发展的。比如荷兰马铃薯生产从核心种薯繁育、种

薯生产、质量检测、病害防治、认证到仓储、运输

等一系列环节都是在种薯质量控制体系下进行的，

并且有严格的相应法律、法规来约束种薯生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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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荷兰种薯以其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世界各国种植

者的认可，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居世

界第一位[3]。而我国马铃薯种薯质量总体较差，种

薯质量控制体系还存在很多不足，种薯问题是限

制我国马铃薯产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本文对中国马铃薯种薯质量控制现状进

行分析，并试图对马铃薯种薯质量控制发展趋势进

行探讨并提出几点建议。这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优化农业结构和满足市场需

求，意义十分重大。

1 种薯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影响产业发展

1.1 种植面积虽逐年增加但单产水平仍较低

中国是世界上马铃薯生产第一大国，种植面积

占世界的 1 /4，总产量约占世界的 1 / 5[4]。由于马铃

薯在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拉动地方经济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特别是冬种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将促进马

铃薯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2006 年马铃薯种植面

积为 490.15 万 hm2，2007 年 560.00 万 hm2，2008
年已达到 586.67 万 hm2（中国马铃薯专业协会），

2009年马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仍保持增加势头。
马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然而，长期以来单产水平提高速度缓慢，现阶

段马铃薯的平均单产仍为每公顷 14.35 t 左右[5]，排

在了世界第 80～90 位之间，是世界前 10 位国家平

均单产水平的 40%，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马

铃薯脱毒种薯使用面积较低，在 10%～30% 之间[6]，

而且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不健全，种薯生产条件差，

所需要的隔离条件难以保证；没有执行种薯生产

登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均生产种薯，生产混乱。
目前，我国种薯质量控制体系正在建立，缺乏

种薯质量检测及认证权威机构，也不具备对所有种

薯生产进行全程质量控制的条件，导致马铃薯病、
虫害发生普遍，影响了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发展，预

计短时间内单产水平不会有显著改善。但从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我国马铃薯单产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即使种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马铃薯产量也能实现

较大增长。因此，当前要快速建设马铃薯种薯质量

控制体系，并使其在法律、法规等行政管理体系配

合下顺利开展。
1.2 种薯繁育体系的混乱限制了种薯质量的提高

种薯质量控制体系中的种薯繁育体系是否合适

本国，直接决定了种薯质量的好坏。而中国种薯繁

育体系各地区各不相同：如李文刚[7]于 2002 年在内

蒙提出了 5 年制种薯繁育体系，即：原原种、原

种、一级良种、二级良种、三级良种；吴毅歆等[8]

于 2002 年在贵州提出了 5 年制种薯繁育体系，即：

原原种、原种、一级种、二级种和三级种；朱汉武[9]

于 2006 年在甘肃定西提出了 4 年制种薯繁育体系，

即：原原种、原种、一级种和二级种；黑龙江省将

种薯分为原原种、一级原种、二级原种、一级良

种、二级良种。
由于中国马铃薯种薯生产大环境和生产技术相

对发达国家还很落后，种薯在大田生产中很容易受

到病害的侵染，繁育代数少，因此，2008 年修订

了“马铃薯种薯”国家标准 GB18133-2008，规定了

4 年制种薯繁育体系，即：原原种、原种（基础种

薯）、一级种和二级种（合格种薯）。合格种薯生产

代数可以根据质量下降速度而定，如严格控制质量

指标在合格种薯生产允许范围内，最多可种 2 代。
2 代合格种薯，主要考虑南北方种薯生产体系的差

异，我国马铃薯种薯主要产区为东北、西北和西

南，北方实际上广为推行的是原原种—原种—合格

种薯各生产 1 年，西南地区推行的是原原种—原

种一级种薯—二级种薯。但是，从经济效益方面考

虑，多种植一年，繁殖数量 10～15 倍增加，种植

者的收益可明显增加。比如苏格兰，种薯最多可在

田间种植 10 年，说明只要大环境逐渐改善，我们

的种薯也可以生产更多年，使种薯生产者的经济效

益实现最大化。
而种薯繁育体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进行质量控

制，才能实现种薯质量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但目前

我国从事马铃薯质量控制的部门和人员根本不能满

足质量控制的要求，马铃薯生产中缺乏有效的质量

监督检测，以至于不能及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病虫

害发生频繁、严重影响了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特

别是对于没有质量监督保证的种薯而言，则使整个

马铃薯产业发展处于很大的风险中，制约了其可持

续发展。
对于黑龙江省，马铃薯质量监督仍处于自由发

展，检测样品主要来自少数农民和企业，检测项目

比较单一，只有少数单位开展了正规的全程质量检

测，目前全省种薯质量难以用数据进行准确评价，

检测意识的淡薄也反映了对质量控制的不重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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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质量很难有理想的结果。
1.3 种薯质量控制的薄弱制约了产业格局的调整

与很多马铃薯产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马铃

薯深加工开发应用较晚，且用于深加工的马铃薯

占总产量的比例较小，80% 以上的马铃薯都用来

鲜食。由于马铃薯深加工后经济附加值高出十几

至几十倍，马铃薯深加工比例会逐年上升。但由

于受仓储条件的限制，马铃薯收购都集中在收获

季节，丰产却不意味着丰收，常常出现收购现场

送薯车队排上好几天，很多人没等排到，马铃薯

已经腐烂。
因此，一方面现有马铃薯供需不平衡需要调

整产业结构，马铃薯产量的增加也应该相匹配增

加加工企业的数量，增加仓储能力；另一方面增

加马铃薯深加工份额更需要发展加工业，并且能

形成企业间良性竞争，才能保证薯农的利益，保

持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因此，马铃薯产业格局

会在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双向调控下继续调整。而

这种调整势必对马铃薯生产提出更高要求，马铃

薯生产越规范，质量控制的需求就越迫切，而我

国目前马铃薯种薯质量控制体系还很薄弱，尤其

在种薯质量检测体系建设方面还很不足，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产业格局的调整。

2 马铃薯种薯质量控制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从农业部到各地方政府已经非常重

视种薯质量问题，出台了一系列质量控制管理措

施，根据产业发展经验，检测体系对种薯质量提

高监督作用是不容质疑的，我国目前还在体系建

设的准备阶段，在检测体系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
2.1 各省份积极建立质量检测体系，初步形成马

铃薯规范生产的局面

农业部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政策一定程度

上刺激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但调动企业发挥主

观能动性去寻求发展机遇，会更有效的维护产业

健康长久的发展，质量监督检测体系在这一环节

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目前，人们已经充

分肯定和接受了质检的理念，中国马铃薯生产主

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其中，很多省

份已经在建立质量检测体系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并继续使其系统化、正规化。

四川、内蒙古、宁夏、黑龙江、河北等省均制

定有马铃薯脱毒种薯地方标准。2006 年甘肃省农牧

厅下发了“甘肃省农牧厅关于切实加强马铃薯种薯生

产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甘农牧〔2006〕370 号），对马

铃薯种薯生产经营许可、种子生产基地、种薯质量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2008 年出台

《甘肃省马铃薯脱毒种薯质量管理办法（试行）》，并

计划投入 800 万元资金改善省、县两级检验设备；

2009 年四川省农业厅计划构建种薯质量监控体系打

造“马铃薯产业强省”；2007 年内蒙古农牧厅开始在

各盟组织抽检种薯质量；2010 年宁夏重资筹建马铃

薯质量检测中心；2010 年农业部良种补贴的 9 个试

点省份要求做好马铃薯种薯质量抽检工作等，这一

系列举措促进了当地马铃薯生产者高度重视马铃薯

质量问题，马铃薯质量检测已经与马铃薯生产越来

越贴近，政府的参与将使这项工作迅速见到成效，

使中国初步形成质量检测体系的雏形，为早日实现

全国马铃薯认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马铃薯生产单位积极筹建自己的检测部门

经过质量检验、认证合格的种子可以获得合格

证，这个合格证为农民、企业提供可信赖的证明来

增强购买种子的信心；也让种子生产者无后顾之忧

安心销售；合格种薯生产的商品薯不仅外观漂亮，

商品性状也好；优异的原料也会降低马铃薯加工过

程中的损失。质量检验、认证让马铃薯产业链中各

环节都从中受益。
“马铃薯种薯”国家标准 GB18133-2008 中规

定种薯质量检测的程序重点为田间检测、实验室检

测和库房检测，检测的病害种类主要包括：病毒、
真菌、细菌、放线菌以及检疫性病害等，检测技术

要求并不很高，主要采用目测检验和实验室检测相

结合，完全可以通过反复实践掌握，且检测所需的

仪器设备投入不很高，因此，企业完全有能力培养

自己的检测人员，组建自己的质量检测部门。而在

政府支持的检测体系建设成熟之前，更多的马铃薯

生产者也可以学习质量检测技术提高自身的发展。

3 马铃薯种薯质量控制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种薯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治和质量监督非常重

要，检测体系的建立是种薯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之

一。检测体系是涵盖了种薯质量标准、检测技术标

准、检测机构、检测规程和检测程序等内容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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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体，是种薯质量认证的核心。同时，支持这

个体系的有效运转还需要有标准制定与更新、检测

技术、检测参数（病害和混杂等）的研究，以及相关

的人员培训、重要质量病害测报、检测机构运行机

制、检测试剂的选择、准确的对照标准品种、对检

测结果处理和检测工作质量的监督等内容，才能实

现真正意义的检测体系的建立。
3.1 加大马铃薯质检的政策和经济支持

检测体系的建设速度与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密不

可分，依靠生产者自我约束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

是行不通的。由于各省都在积极筹建检测体系，马

上面临的是各具特点，各成体系，那么，彼此的合

作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因此，在一部分省份筹

建检测体系的同时，国家也应当提高认识，加强领

导，给予政策和经济支持，既促进更多省份启动这

项工作，又帮助各省有计划、和谐统一地开展工

作。在开展检测工作方面，建议先以抽检方式开展

质量管理，各省逐渐加强对马铃薯生产的引导和规

范，争取早日在某个省先开展种薯质量认证示范，

然后带动其他省份相继开展，推动国家将马铃薯种

薯生产纳入认证范畴，与国际接轨。
3.2 建立健全检测体系软件建设，鼓励检测技术

标准的研发和运行机制的研究

我国现有的与马铃薯种薯检测有关的标准很

有限，而检测的推广必须有标准的统一规范作前

提。众所周知，中国 300 多家部级检测中心，基

本运行模式是相同的，而未来马铃薯检测、认证

工作应该是多家检测单位共同承担，那么，检测

内容、程序、方法也需要统一：首先，完成全部

质量相关检测技术参数的建设；其次，质检注册

到出具合格证一系列规程完备，使检测程序可规

范、有条理地进行；再次，质检工作管理制度化，

即有各检测部门之间的协调，又能与生产企业、
种子管理部门协调，使质检体系各环节丝丝相扣，

维护各方面利益。
先进的检测技术、好的仪器设备和优秀的人才

是开展检测、认证工作的基础，而一个科学的管理

和运行机制对于检测、认证体系的建立同样重要。
因此，形成标准化运行、管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即有利于上级检测单位对下级检测单位的统一管

理，又有利于各检测单位之间协作，更有利于建立

从国家到地方的综合信息、资源、管理平台。

3.3 普及检测知识，推广检测技术

在中国检测体系成熟之前，面向马铃薯生产

者开展马铃薯病害识别、防治和检测技术的培训

非常必要，首先使生产者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控

制种薯生产质量，然后参与到种薯质量检测、认

证队伍中。否则检测总是不合格使生产者丧失检

测的积极性，对促进生产质量水平的提高没有实

际意义。
不久的将来，马铃薯检测机构的设置必须满

足中国的种薯生产需要，检测机构的数量逐渐增

加，检测队伍也会逐渐壮大，标准的宣传贯彻和

检测技术的掌握很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议

尽可能多地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相应的检测技术和

标准的培训。
3.4 马铃薯产业体系内专家共同探讨，参与到质

检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中

马铃薯产业体系集中了马铃薯生产和研究的专

家和单位，是代表国家的高水平马铃薯团队，也是

全国马铃薯生产者学习效仿的榜样，建议马铃薯产

业体系内专家建立一个研究平台，充分利用这个体

系平台，群策群力，从我们做起，先尝试在体系内

开展质量监督检测，通过研究和实践摸索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检测体系，进而普及到全国，平台的作用

能够加速我国马铃薯检测体系建立完善，并为我国

政府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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