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马铃薯，第 23 卷，第 6 期，2009

德宏州冬季农业开发是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

生产内容，冬种马铃薯是近年来作为结构调整和农

村经济增长的重点产业。通过提升种植技术和商品

生产培植，基本形成了产业化发展格局。冬马铃薯

年种植面积已超过 5 333 hm2，商品薯产量超过 10
万 t，产值近 9000 万元，成为云南省冬季商品薯最

大的订单生产基地。占产量 65%以上的商品薯以加

工原料和鲜食销往省内外和境外，冬马铃薯产业已

发展成为德宏州农业增收的新亮点。

1 开发冬马铃薯产业的主要成效

1.1 冬马铃薯产业化开发取得新突破

（1）2009 年全州冬马铃薯种植 5 693 hm2，比上

年增加 8.24%；商品薯产量达 10.52 万 t，比上年增

加了1.23 万 t；总产值达 8 947 万元，比上年增加

583 万元，增长 6.97 %；示范区农民户均增收 2 442
元，人均增收 423 元，增 6.28%。

（2）2009 年开展百亩核心示范田 20.3 hm2，平均

667 m2 产 3 106 kg，产值 2 640 元；千亩高产示范田

201.8 hm2，平均 667 m2 产 2 944 kg，产值 2 502.4元；

万亩辐射带示范 2 014.8 hm2，平均每 667 m2 产量

为2 483 kg，产值 2 110.6 元。亿亩以上高产攻关田

667 m2 产量达到 3.8 t。
1.2 优良新品种选育和区域试验初见成效

2002 年开展冬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以来，经过对

80 个无性家系，2 000 多个单株的系统选育，现巳

选育出适应本地冬种和市场需求的专用新品种系 4
个，其中有 2 个品种巳通过区域性试验，有望提供

生产示范推广。
1.3 冬马铃薯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取得较好进展

（1）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示范取得成效。主

要推广品种合作 88 面积进一步扩大，达 4 266 hm2，

占冬马铃薯面积的 75%。与此同时一批专用型新品

种爱德 53、抗青 9-1、滇薯 6 号、荷兰 7 号、胜利

2 号等得到快速示范推广，面积达到 610 hm2，取得

了积极示范作用。
（2）规范化高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进一步扩大。

推广大垄双行、深种深施肥高产栽培 5 240 hm2；

推广农家肥深施 4 613 hm2；小型机械整地结合配

方施肥种植 5 480 hm2；推广冬马铃薯间套立体种

植示范 2 200 hm2。推广冬马铃薯地膜覆盖栽培示范

7.33 hm2，示范效果显著。
1.4 发展订单生产

积极开展“公司 + 基地 + 农户 + 科技”的订单商

品薯生产，推广鲜食和薯片加工品种订单生产，共

计 2 733 hm2，总产 5.49 万 t，产值 5 063 万元；在

潞西、盈江、陇川 3 个县市的 10 个乡镇初步建立起

生产、包装、外销商品基地。
1.5 建立晚疫病预测预报体系，积极开展综合防治

近年来，通过实施晚疫病研究项目，建立完善

观察测报点，基本掌握了冬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病规

律，可有效地根据温度、湿度及降雨量进行及时预

测预报，提高防治效果。生产中通过选用抗病品种、
种薯消毒、减少氮肥、平衡施肥、保护性防治等综

合防治手段，进行大面积综合防治，效果显著。
1.6 甘蔗马铃薯套作栽培示范取得较好效果

推广甘蔗套种马铃薯技术是稳定甘蔗生产，增加

农民收入的好措施。2009 年推广甘蔗套种马铃薯面

积 375 hm2，马铃薯平均 667 m2 产量 1 508 kg，产值

1 209.8 元，除去成本，纯收入增 559.8 元，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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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示范效果显著。德宏州适宜套种马铃薯的蔗田有

667 hm2，推广应用甘蔗套作马铃薯技术前景广阔。
1.7 冬马铃薯小型机械化栽培技术和推广初见成效

为提高冬马铃薯规模化、规范化技术和效益，

2009 年实施冬马铃薯机械作业 7 747 hm2，开沟播种

807 hm2，机械收薯 361 hm2，形成了冬马铃薯种植

的主要技术和种植比例。
1.8 马铃薯种薯生产和扩繁基地建设得到加强

德宏州种薯生产主要以调入原、一级种薯供当

地春季扩繁，然后提供冬季用种的生产方式为主。
在项目支持下，全州种繁基地达 333.3 hm2，年生产

种薯 5 000 t，自繁种可提供冬种近 2 000 hm2，初步

建成了较稳定的种薯繁殖基地。

2 冬马铃薯产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2.1 优越的自然气候资源

德宏州地处云南省西部，低纬高原，山间盆地

（坝子）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

了冬春季光热丰富、光质好、日照充足、有效积温

高、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的气候特点。冬马铃薯

种植期 10 月至翌年 4 月日照时数 1 336 h，降雨量

273 mm，1 月平均温度 13.2℃，气候温暖湿润，非

常适宜种植马铃薯。德宏州海拔高差大，立体气候

明显，高海拔山区可作春季种薯基地；农业生产区

域主要在海拔 800～1 100 m 的坝区，多为河流冲积

沙壤土，质地疏松、通透性好、有机质含量高、排

灌方便，非常有利于马铃薯薯块的形成和膨大，是

开发种植马铃薯的理想之地。
2.2 具备较好的规模和成效

德宏州冬马铃薯每年 2～3 月开始上市，此时正

值国内鲜薯生产反季，可以及时满足消费者和加工

企业的需要，有价位高、商品率高、市场需求大、
效益好的优势。冬马铃薯已为全省种植规模最大、
单产最高的地区之一。生产的商品薯主要以鲜食薯

和加工原料销往省内外大中城市、邻国缅甸和省内

外加工企业，商品薯外销总量达 65%以上。
2.3 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储备

州、县市农业部门都设有专门研究和推广马铃

薯的机构和人员，有良好的温网控室及生产试验条

件。近年来通过开展与省农科院及有关科研院校的

合作，进行冬马铃薯引育筛选、新技术试验、示范，

加速了冬马铃薯产业化开发进程。一批适合德宏州

冬种的新品种“合作 88”、“大西洋”、“抗青 9-1”、
“爱德 53”等引育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示范，冬作

新品种选育有 4 个已进入审定程序，近 40 个高代稳

定材料正在筛选示范中。

3 冬马铃薯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优质种薯不足，质量不保证

由于种薯基地和良种繁殖体系建设滞后，冬种

种薯多数靠外调，造成种薯来源缺乏，运输成本及

损耗增加，种薯生产、检验与经营环节脱节，缺少

种薯扶持，经营效益低，导致优质种薯不足，种价

过高。
3.2 种薯生理年龄与栽培节令不适应

在德宏州冬作马铃薯栽培最适节令是 10 月 20
日至 11月 20 日，种薯以顶芽生长期到多芽生长期最

为适宜。德宏州目前自繁种薯规模较小，多数要依靠

外调，而外调种薯多为 9 月收获的大春生产种薯，生

理年龄对本州冬种最适节令不适宜，由于种薯休眠期

没有完成，造成全州冬马铃薯不能适时播种。
3.3 冬种专用品种少，难于适应规模化发展需要

德宏州冬季气温呈高———低———高变化，光照

较强，生长期较短，商品薯以外销为主，对马铃薯

品种早熟性、适应性、丰产性要求较高。目前生产

上适应性丰产性较好的冬种品种还较少，难于满足

产业发展需要。
3.4 脱毒种薯推广应用水平较低、规模较小

德宏州目前还不具备马铃薯茎尖脱毒和种薯病

毒检验检测的能力，优良脱毒种薯只能靠引进，生

产繁殖能力较低，难以满足生产需要，调入种薯产

地的质量检验、检测手段和体系也未健全和完善。
生产中脱毒种薯使用面积不到 40%，多数种薯退化

严重，影响了商品薯生产的质量和产量。
3.5 种植规模发展较慢，生产发展不平衡

德宏州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基础薄弱，

科技文化及农技推广手段比较落后，投入不足，管

理粗放，马铃薯平均单产不高，各种植区发展也不

平衡。冬马铃薯与其它经济作物争地的矛盾也较突

出，影响冬马铃薯产业规模发展。
3.6 对冬马铃薯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

各级政府对马铃薯产业的投入不足，良种繁育

体系建设不完善，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应用速度慢，

缺少必要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扶持，试验示范推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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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还较滞后，订单农业发展还不够规范，实力较强

的加工企业和经销商较少，没有形成有序竞争，缺

少规范的合同约束，从而影响产业效益的提高。

4 做大做强冬种马铃薯产业的对策与措施

4.1 认真做好冬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规划布局

为优化德宏州冬季种植产业结构，缓解冬种作

物的争地矛盾，促进冬马铃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应根据自然条件，结合市场需求，充分发挥优势，

突出重点，体现特色的原则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
按照德宏州委、州政府到 2010 年冬马铃薯种植面积

达到 1 万 hm2 的要求，结合近年来市场需求，总体

布局为三个层次：一是面向省内外大中城市鲜食市

场需要的优质菜用商品薯生产基地；二是面向省内

外食品加工企业的优质加工型商品薯生产基地；三

是面向本地鲜食市场和缅甸及东南亚国家消费的外

销优质鲜食商品薯基地。集中建设全州潞西市、盈

江县、陇川县 3 个主要商品薯生产基地。品种布局

上以推广菜用加工兼用型品种为主，满足于大薯作

鲜食、中薯作食品加工、小薯作饲料或淀粉加工的

三个层次市场需求，同时积极推广免耕种植，秋冬

季按月份分批次种植，到次年商品薯逐月收获上市，

提高冬马铃薯的商品率。
4.2 坚持产业化开发，积极发展订单农业

坚持加工企业（公司）+基地（农户）+科技服务的

经营方式，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生产效

益。要制定冬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远景规划，树立扶

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观念，搞好社会化服务，

改善投资环境，加强与加工企业、公司的合作，在

资金、技术、种薯生产上积极扶持，帮助加工企业

及公司到德宏州投资基地建设，促进马铃薯产业健

康有序地发展。
4.3 加强冬马铃薯生产基地建设

加强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有利于专业化生产、
规模化开发、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从改善基础设施

和生产条件及提高劳动者素质入手，增加投入和科

技扶持，重点建设盈江县冬马铃薯加工及鲜食商品

薯基地，陇川县鲜食及原料薯生产基地，潞西市菜

用、加工原料薯生产基地。
4.4 坚持科技创新，加强高产技术的示范推广

在现有新品种选育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省内

科研院校的合作，做好冬马铃薯的引种、选育及示

范，力争到 2010 年选出 2～3 个适应德宏州冬季栽培

的优良品种，加快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努力提高冬马铃薯栽培技术水平，提高单产和效益。
4.5 建设种薯繁殖基地，健全良种繁育体系

应充分应用现有脱毒设施和繁种技术，进行优

质原种的生产和扩繁，加强与滇西邻近地州的合作，

建立起“外地代繁———当地扩繁———冬季用种”的良

种繁殖体系，外引和自产脱毒种薯相结合，山坝区、
州内外交替种植扩繁相结合，到 2010 年建设种薯繁

殖基地 666.7 hm2，生产种薯 1 万 t，满足全州冬马

铃薯生产 1/3 用种需求，初步实现良种繁供一体的

产业化经营体系。
4.6 加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和技术培训

目前，州、县、乡三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

设还不完善，存在着信息不灵、技术手段落后、基

础建设差等问题。应将农技推广体系列入重点建设

规划，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投入必要资金进行重

点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技术推广手段。
通过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不断提高

基层科技人员和劳动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冬

马铃薯生产的科技含量，加快冬马铃薯增产技术的

推广应用和普及力度，促进大面积生产水平和效益

的提高。
4.7 加强网络信息和市场营销体系建设

德宏州地处边疆，远离大中城市。建立健全市

场营销体系，实现产业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是最

终实现冬马铃薯产业增产增收的根本保证。全州应

按冬马铃薯商品生产的区域布局、生产规模要求，

建立健全冬马铃薯市场营销体系，搞活流通机制，

吸引企业、公司和个体商参与建设。完善信息处理

条件，做好生产销售信息收集和发布。引导马铃薯

主要产区成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参与冬马铃薯基

地建设、技术服务、订单开发、市场营销等产业化

服务。
4.8 建立种薯质量检验检测体系

按照云南省种薯质量检验的标准，初步建立德

宏州冬马铃薯种薯质量检验检测体系，提高检验设

备和技术手段，加强自繁和调入种薯产地质量检验

检测，提高生产用种薯的质量，保证冬马铃薯生产

用种 80%以上使用优质合格种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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