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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xia Pota to Indus try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 tegy
DU Qian, YAN Xingfu

( Life Science Department, North Univers ity for Nationalities ,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

Abs tract: The current potato indus try s ituations in Ningxia were reviewed. The problems are the low level of potato seed
multiplication technology, poor pes t control measures, and small scale process ing indus try. The limited factors include the
lacking of high late blight res is tant variety of high quality, severe pes t and disease incidence, poor s torage capacity, and
outdated technology. Acomplete indus tria l engineering sys tem was accordingly put forward to develop the localpotato indus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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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宁夏马铃薯产业中存在马铃薯良种繁育技术水平较低，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不健全,马铃薯产业化

程度低，加工业落后等问题；指出缺少有效抵御马铃薯晚疫病等病害的高抗优质品种，生产中马铃薯病虫害发生严重，

贮藏规模小，技术落后等限制性发展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了该产业今后发展必需建立起完整的产业化工程体系。

关键词： 宁夏；马铃薯产业；发展对策

宁夏马铃薯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 ———杜 茜 闫兴富

宁夏是我国北方主要的马铃薯产区之一，马铃

薯产业在农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自治区列

为重点支持的十大农业产业化工程之一。马铃薯以

抗旱、高产、高效的特色优势， 成为宁夏南部山区

农民的抗旱增收当家作物，并成长为宁夏的特色优

势产业。马铃薯产业是宁夏尤其是固原市最有发展

潜力，最有市场前景的支柱产业；马铃薯产业的发

展对宁夏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和支撑作用[1]。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

尚有诸多因素影响着该产业的发展。

1 宁夏马铃薯产业中存在的问题

1.1 马铃薯种植业增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马铃薯种植业面积虽然很大，但产量和质

量不高。马铃薯单产为每公顷 14 t 左右，低于 16 t
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荷兰部分地区 100 t 的产

量。我国马铃薯平均单产为每公顷 13.5 t 左右，西

部8 省平均 11.85 t，宁夏平均 10 t，低于西部各省

平均产量，更低于全国的平均产量。根据作物生长

期间投射到单位面积的阳光辐射总量估算：北纬

30～40° 地区马铃薯的块茎每 667 m2 平均产量为

8 340～12 480 kg。因此，马铃薯增产的空间巨大，

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1.2 马铃薯良种繁育技术水平较低

我国已育出品种 200 余个，其中西部地区育出

约 160 个，在生产上有一定规模的大约 50 个。90
年代，晋薯、内薯、陇薯、青薯等系列品种逐渐成

为大面积生产替代品种。西部地区马铃薯育种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多年来认识上的

差异，使得马铃薯的育种工作以鲜食、淀粉加工及

抗病为主，而忽视了加工品种的选育，品种单一。
目前尚无具有优良品质特性的马铃薯加工品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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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区马铃薯脱毒种薯普及率仅为 10％左右，生

产上应用的脱毒种薯多为三级以外的种薯，已基本

失去种用价值，合格种薯供种率仅为种植面积的

20％～30％。生产上农民一般多采用相互引种、换种

等措施维持低水平的生产，品种混杂、种薯退化成

为马铃薯生产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2]。
1.3 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不健全

据统计，我国马铃薯每年因病害造成的损失约

10 亿美元。马铃薯病虫害发生严重，病虫害防治技

术和推广体系不健全是重要因素。因此发展和研究

马铃薯抗病种薯繁育和病虫害控制技术是提高我国

马铃薯种植业产量和质量的根本途径。
马铃薯的主产区大都在冷凉的边远地区，分户

种植，生产条件比较差，大面积的化学防治难以推

广，主要依靠抗病品种和栽培措施。马铃薯病虫害

预测预报手段落后，仅能进行病情的趋势预报，还

不能进行中短期准确预报，不能有效的指导田间防

治；马铃薯抗病性检测工作没有正常开展，研究几

近于空白，对生产中马铃薯品种抗性不清，不能有

效指导品种布局和病虫防治工作，严重影响马铃薯

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呈逐年加重趋势。
1.4 马铃薯产业化程度低，加工业落后

美国 60％ 的马铃薯被加工利用，而我国仅占产

量的 5％～10％。远不能适应产业化生产要求。发展

马铃薯加工业是当前马铃薯产业化的紧迫任务。近

年来，我国东部地区马铃薯食品加工业方兴未艾，

如美国辛普劳、百事、蓝葳，日本卡鲁宾等和台、
港、澳加工商投资，黑龙江、河北、云南等地建厂。
80 年代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马铃薯开始少部

分用于传统食品加工和制取粗淀粉，深加工产品很

少。90 年代以马铃薯为原料的淀粉加工业进入了一

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但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我

区符合国家生产标准的马铃薯淀粉厂不多，加工生

产点分散，规模小，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
1.5 鲜薯贮藏技术落后

在我国马铃薯贮藏基本上以农户为单位分散贮

藏，设施简陋、贮藏量小、技术水平低、损耗大。
所有企业加工量仅占实际生产能力一半左右。降低

马铃薯贮藏期损耗、延长贮藏期是当前解决马铃薯

贮藏的关键技术。据统计，每年至少有 10％～15％
的马铃薯在贮藏期腐烂，经济损失巨大。长期以来

马铃薯是宁夏南部各县的粮菜兼用作物。近几年来，

马铃薯种植面积突破了 20 万 hm2。由于适合西部地

区的马铃薯先进贮藏方法较少，这些关键技术已成

为制约我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限制因素。

2 宁夏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趋势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趋势是逐步向高品质专用型、
多样化加工型、高附加值贸易型方向发展，要求马

铃薯种植业必须生产出高品质、低污染、多花色的

产品。建立起完整的马铃薯产业化工程体系是目前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趋势[3]。
（1）良种选育工程体系：良种选育工作由省、地

级以上的科研单位承担，研究目标要与国际市场接

轨，选育出适销对路的品种。在育种的方法上，力求

先进，如采用染色体育种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短

期内选育出高产、优质、抗病、抗逆性强的新品种。
（2）脱毒快繁及微型薯生产工程体系：在地、市

级具有一定条件的科研或生产单位进行，通过优良

品种的脱毒快繁及大批量原原种、原种的生产，为

生产上提供高品质的种薯。
（3）丰产栽培技术体系：由种薯生产部门、技术

人员和农户共同组成，通过研究或将已有的科研成

果进行归纳、总结或重新组装，形成新的简单易学、
适合当地生态条件及栽培品种的丰产栽培技术体系。

（4）种薯质量保证工程体系：由有条件的省级研

究所，组建马铃薯质检中心，对各地所生产的种薯

进行质量检验及认证，否则不得用作种薯出售。在

县、乡、村建立层层负责乡、村、户的种薯质量的

动态监测，并将所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5）产品销售工程体系：以县、乡为单位，建立

种薯销售公司，或采用公司 + 农户的方式，事先由

公司与农户签定收购及销售合同，由农户按照公司

的要求进行生产，由公司统一销售。
（6）产品加工工程体系：随着马铃薯加工产品的

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建立统一的薯类产品加工体

系，在产品的品种上勇于创新，开拓市场成为加工企

业的共识。
（7）马铃薯研究及信息交流中心：集中科研力

量，以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先进的仪器设备为基础，

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建立可跨省级的

马铃薯研究及信息中心，通过国际间合作，提高马

铃薯通过互联网及时发布国际、国内最新报告及市

场行情，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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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随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马铃薯机械化种、
管、收已成为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近两年宁夏地区

开始开展机械作业示范，增产和降低成本效果都十分

明显。因此，引进和研发推广适合于广大山区的小型

深松、机播、中耕、机收等新型农机具，是研发、推

广工作的重点。开展天然降水的高效利用研究，提出

不同种植区域条件下的补灌种植模式及田间管理措

施，应是目前山区马铃薯栽培工作的重点。
针对马铃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有必要进行马铃薯标准化生产体系的研究与示范。今

后几年，各类优质专用型品种，尤其是加工和早熟品

种将陆续育成并应用于生产中。根据品种特征的区

域化、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的面积进一步扩大，逐

步实行品种的合理搭配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是宁夏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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