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是泾源县主要产业之一，为解决全县人

民温饱和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促进全

县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布局和抗灾救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脱毒马铃薯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已成为我县支柱产业，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下，加快发展马铃薯产

业，对保障和促进我县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和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脱毒马铃薯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生产现状

（1）脱毒原原种生产：自 2002 年以来，经泾源

县脱毒马铃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不懈努力，共生产

无土微型薯原原种 100 万粒，其中中心 24 号 20 万

粒、内薯 7 号 20 万粒、大白花 10 万粒、虎头 30
万粒、晋薯 7 号 20 万粒。

（2）大田生产及发展规模：泾源县马铃薯种植

规模从 2002 年的 2 000 hm2，发展到 2009 年的

6 000 hm2，占全县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34.6%，其中

脱毒薯种植 5 733.3 hm2，脱毒率达 96%，平均单

产每 667 m2 鲜薯 1 300 kg。总产鲜薯 11 700 kg，占

全县粮食总产的 48%，农民人均种植马铃薯 600 m2，

人均纯收入 468 元。品种类型由单一发展为菜用

型、高淀粉型、外销加工型三大类型，主栽品种有

宁薯 8 号、宁薯 4 号、青薯168、内薯 7 号、晋薯 7
号、中心 24 号、中心 22 号等。种植方式主要以“平

种垄植”为主，逐步推广了旱作垄植双行靠和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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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南华县、大姚县、禄丰县、楚雄市。
（2）选择合理的耕作制度和轮作模式。冬春马铃

薯区采用水稻圯马铃薯圯水稻的轮作模式，或水稻

圯白菜圯马铃薯轮作模式。实现一年两熟或三熟，

667 m2 产值 2 500~3 000 元。大春马铃薯区，采取

马铃薯圯大麦圯马铃薯轮作模式，或马铃薯圯绿肥

圯马铃薯轮作模式，实现一年一熟或两熟，667 m2

产值1 500~2 000 元。
（3）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冬春马铃薯区，

以优质炸片加工型品种和优质菜用型品种为主。结

合楚雄州实际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加工型品种以淀

粉含量和干物质含量适中，还原糖含量低，白皮白

肉，芽眼浅，生育期短，上市早的品种，例如大西

洋、布尔斑克等。优质菜用型品种以适销对路的合

作88、会-2 等为主。大春马铃薯以淀粉含量高的合

作88、丽薯 1 号、丽薯2号等为主。

（4）合理安排茬口和播期，力争产品在市场供应

淡季上市。冬季马铃薯播期安排在 12 月10 日至次

年 1 月10 日，突出一个“早”字。收获期在 4 月 15~5
月 20 日，此时期是市场价格看好的时期，同时又不

影响后作水稻的移栽。
（5）建立种薯繁殖基地。在海拔 2 100~2 300 m

的高海拔冷凉地区建立种薯繁殖基地。根据气候特

点和交通运输条件，在大姚昙华乡，南华五街乡，

禄丰峰乡 3 个乡镇建立原种、一级种配套繁种基

地，每个乡镇 200 hm2，共 600 hm2，每年生产良

种 1.5~1.8 万 t。确保大面积生产合格良种的需求。
（6）加快马铃薯高产技术的应用推广。楚雄州

目前马铃薯生产中，栽培技术仍然处于比较粗放的

落后状况，农业科技部门应加强马铃薯生产新技术

的研究和推广，促进马铃薯生产向着高产、高效、
安全以及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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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植等种植技术，已初步形成早晚熟相搭配、菜用

型和高淀粉型相互补的品种格局以及较为成熟的高

产、稳产、丰产栽培技术。
1.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近年来，种植业结构不尽合理，一味追求

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农户多年连作种植，造成种薯

抗性差，一些土传病害发生程度重，同时当地农民

对马铃薯病虫害的防治意识差，影响马铃薯产量和

质量水平提高。
（2）泾源县脱毒马铃薯基地经多年努力，虽然

有了长足发展，但原种和一级种薯繁育不规范，分

散式的农户种植造成品种混杂现象严重，影响了我

县种薯基地规模化建设与发展。
（3）种植技术粗放，主要表现在配套技术缺乏，

种薯处理、轮作倒茬、病虫害防治重视不够，科学

配方施肥和标准化生产普及率低，单产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高。
（4）机械化程度低，脱毒马铃薯生产在播种上

采用手工点播，收获上采用粗制的农具，播种质量

得不到保证，劳动强度大，损伤重，影响产品的品

质和外观，同时马铃薯生产还存在着种植规模小，

产业化程度低，加工比例小，销售难等突出问题。

2 加快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泾源县马铃薯产业必须以科学发展为统领，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支持，以产业化发

展为带动，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普及推广，稳定和

逐步扩大面积，主攻单产，提高总产，推行标准化

生产，规模化经营，把马铃薯产业做大做强。
2.1 建立健全种薯繁育体系

因为马铃薯用种量大，为便于调种应建立县、
乡、村三级种薯繁育体系，即县上建立原原种及原

种基地，乡上建立良种基地，村、社建立良种生产

田。原种基地应具备以下条件：气候冷凉，海拔

高，蚜虫密度低，距离耕作区较远，在一定范围内

不种植有病毒的马铃薯及茄科作物，一定的肥水条

件，交通便利。泾源县南部山区的上庄、马坡、银

山等乡非常具备以上条件。
2.2 加强脱毒马铃薯基地建设

马铃薯已成为泾源县主导产业，要为马铃薯

“正名提位”，在资金、技术方面继续增加投入，成

立产业发展协调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搞好产

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衔接，积极扶持各类中介组

织，产业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队伍，不断提高马

铃薯产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服务水平。泾源县脱毒

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经多年建设已初具规模，从茎

尖剥离，组织培养到无土微型薯生产已形成一套成

熟的生产技术，具备为周边市县生产优质原原种的

能力。今后要加强科技投入，提升科技含量，开展

基础研究，解决疑难问题。通过市场运作，政府扶

持，农民参与，利用优越地理环境优势，建立泾源

县脱毒薯原种和一级种繁育基地，满足全县及全区

优质种薯的要求。
2.3 积极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

（1）引进筛选优质高效品种：要根据市场需求

和气候特点引进筛选优质、高产、高效品种，严格

种薯生产和质量检测程序，积极探索快速、高效、
节本、标准化的种薯生产技术，加快良种繁育、普

及和推广。
（2）积极开展马铃薯病、虫害的综防工作：脱

毒马铃薯的生产和发展，已从根本上解决了病毒病

的危害，延缓了种薯退化速度，但不能解决由真菌

、细菌引起的其它病害危害，致使泾源县马铃薯早

疫病、晚疫病、环腐病发生面积大，发生程度重，

今后要组织科技人员开展马铃薯病虫害的综合研

究，开展试验、示范，动员组织培训农民开展普防

普治。
（3）制定完善的发展规划，预防和解决连作对马

铃薯产业发展的影响：泾源县 2008 年脱毒马铃薯种

植面积达到 7 000 hm2，占全县总播面积的 39.5%，

以后逐步扩大，但县城内土地面积有限，这无疑会

引起轮作倒茬和连作种植的矛盾。据调查 2007 年

重茬种植面积为 167 hm2，占种植面积的 2.7%。马

铃薯的主要病虫害为土传性病害，而土传病害均需

2~3 年的轮作才能得以控制，因此解决连作种植带

来的马铃薯病害发生仍是限制该产业发展的瓶颈。
（4）加快综合配套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宣传

培训和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开展中、早熟鲜食生产

区马铃薯优质高产综合栽培技术以及病、虫、草害

综合防治体系研究，力争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加大平作垄植双行靠、坑种垄植双行靠新法种植技

术推广力度，开展马铃薯无公害生产产地认证和产

品质量检测体系、产品及安全卫生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信息科技和销售三大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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