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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吉林省是继玉米、水稻、大豆之后

的第四大粮食作物。近年来，吉林省马铃薯生产

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种植面积稳步增加，单产逐

步提高。发展马铃薯产业的潜力很大。因此探讨

吉林省马铃薯产业的现状、优势、存在的问题和

未来发展趋势，可为促进吉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

提供参考依据。

1 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1.1 气候

吉林省土质肥沃，气候条件优越，平均年降

水 500～600 mm，日照 2 300~3 000 h，无霜期120~
160 d，年活动积温 2 300~3 200℃，具有雨热同季

特点，昼夜温差大，对马铃薯的生长十分有利。
1.2 种植面积

“八五”以来，吉林省马铃薯种植面积发展迅速。
从 1991 年 6.95 万 hm2 发展到 2007 年的11.7 万 hm2

（图 1），占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2.6%，17 年间马

铃薯面积增长 68.3%，年均增长面积 0.28 万hm2。
1.3 产量

近年来，吉林省的马铃薯单产水平不断提高。
1991年平均每公顷产量为 20.7 t，2007 年平均每公

顷产量为 33.3 t（图 2），单产从全国各省区排名第

12 位上升到第 2 位。17 年间马铃薯单产提高了

60.9%，年均提高 3.6%，但年度间有明显差异。
吉林省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

高，马铃薯总产量也大幅度增加，1991 年总产量

144万t，到 2007 年达 390 万 t（图 3）。1991 年到

2007 年的 17 年中，马铃薯的总产增加了1.7 倍，

平均年增加 14.5 万 t。

1.4 品种

吉林省马铃薯品种选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

生产上高产、抗病、品质优的新品种被大面积推广

应用。审定推广的品种主要有春薯 1、2、3、4、5
号和延薯 3、4、5 号，还育成了一批具有不同优良

性状的新品系。其中，2007 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的马铃薯新品种“延薯 4 号”，表现出优

质、抗病、高产，已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被大面积

推广应用。同时从国内外引进筛选的东农303、费

乌瑞它、克新 4 号、早大白、富金、尤金等早熟品

种，克新 2 号、克新 13 号等中晚熟品种和大西洋、
夏波蒂等油炸品种也有一定的种植面积。
1.5 脱毒种薯生产

吉林省马铃薯种薯 40 多年来全靠外调（黑龙江、
内蒙），其质量和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全省马铃薯生产

和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延边农科院从

90 年代开始率先研究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并

在长白山高寒山区建立了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建立

了切实可行的良繁体系，批量生产脱毒种薯，从而

有效地解决了马铃薯因病毒性退化引起减产的问题。
自此以后，省内各科研单位和个人相继开展了脱毒

种薯研究和开发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通

过建立相应的种薯繁育体系生产脱毒种薯。目前吉

林省脱毒种薯推广面积占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13%左右，落后于全国水平。随着种薯繁育技术不

断改进和种薯生产规模的不断增加，脱毒种薯种植

面积逐年扩大，马铃薯单产和总产不断提高。
1.6 高产栽培技术

随着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马铃薯生产的

发展，人们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栽培技

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一是改自留种薯为选用优质脱

毒种薯，解决了马铃薯因退化减产的问题；二是改

切块直接播种为催芽播种，可增产 20%～30%；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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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多次施肥为重施基肥，增产效果达10%左右；

四是改小垄栽培为大垄栽培，提高了大中薯比例。
同时，有利于减少病害，一般增产10%~20%。五

是加强对晚疫病的综合防治，可增产30%以上。
1.7 产品加工

吉林省现有 3 家万 t 级的马铃薯大型精淀粉加

工企业，年可生产马铃薯精淀粉 3 万 t、粉丝 8 000
t、变性淀粉 1 万 t。另外还有上千家以农户为单位

的马铃薯粉条和粉丝为主的粗淀粉加工业，其加

工方式正由手工作坊向半机械化转变。

2 马铃薯产业发展优势

2.1 地理优势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的中部，东部与俄罗斯接

壤，东南部以图们江、鸭绿江为界于朝鲜相望，南

部临辽宁省，西部接内蒙古自治区，北部与黑龙江

省为邻。吉林省铁路、公路交通便利，横穿东西，

纵贯南北，为马铃薯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2.2 气候与耕地优势

吉林省现有耕地 450 万 hm2，东部长白山高寒

山区，具有海拔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传毒

媒介少等特点，是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的最佳

之地。凡在长白山区的延边州境内，海拔在 500 m
以上，无霜期 130 d 以内，活动积温 2 500 ℃以下

的地区均可以建立种薯繁育基地，其面积大约有

8 万hm2，集中分布在敦化市。因此，吉林省政府

早在 50 年代，将延边州敦化市定为吉林省马铃薯

种薯繁育基地。中部台地平原区是松辽平原的一部

分，是吉林省有名的黑土地带，其面积为 47 万

hm2，土层深厚、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地块连片、
适合种植马铃薯并有利于机械化栽培。该地带前茬

多数是玉米，马铃薯常年公顷产 35 t，有利于发展

马铃薯产业化。除了种薯生产基地和马铃薯重点

发展区域外，全省各地均适合种植马铃薯。
2.3 科技优势

吉林省现有延边农科院、省蔬菜花卉研究所、
省农科院、松原农科院等多家科研单位数十名专

业科技人员从事马铃薯育种、栽培、种薯生产等

方面研究工作。拥有较强的科研研发和推广队伍，

技术转化能力较强。拥有农业部批准建成的吉林省

马铃薯脱毒种薯快繁中心。“八五”以来，延边农科

院在马铃薯育种、脱毒种薯生产、种薯繁育基地建

设及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等方面完成了12 项

国家及省州科研项目，并获省州科技进步一等奖各

1 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 项，省级推广奖 3 项，

国家级登记成果奖1 项，省级登记成果奖 4 项，为

我省马铃薯产业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在

长白山高寒山区敦化市和汪清县建成了国家一流的

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并建立了以原种二代脱

毒薯为生产用种的种薯繁育体系。目前年生产原种

二代脱毒种薯12 000 t，推广到全国12个省区，并

出口到俄罗斯和朝鲜。
2.4 基础设施优势

吉林省马铃薯脱毒种薯快繁中心建设项目，在

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延边农科院多方挖潜筹措

资金，总投资 500 多万元，建设了 650 m2 的组培

实验楼，600 m2 的控温温室，15 000 m2 防虫网棚，

3 700 m2 种薯贮藏库和贮藏窖，40 000 m2 的种薯

收购场地，56 台件先进的组培和病毒检测用仪器

设备。这些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为开创脱毒种薯

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马铃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行业标准和法规不完善

吉林省的马铃薯产业起步较晚，一些必要的行

业标准和法规不健全。即使有标准也没有专门的法

定质量监督和控制部门来执行。由于商品薯与种薯

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目前种薯市场混乱，严重影

响了马铃薯产业的健康发展。
3.2 脱毒种薯推广面积较少

吉林省马铃薯脱毒种薯年生产量 2 万 t 左右，

推广面积只占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13%左右。目

前仍有很大一部分农户有自留种薯的习惯，严重制

约我省马铃薯脱毒种薯的推广。
3.3 种植规模小，集约化生产能力不强

吉林省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3.1 亩，是全国人均

耕地面积的近 2倍。但历来是以玉米为主要作物，

马铃薯种植面积小，马铃薯种植以农户为单位，没

有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基地，种植技术参差不齐，

栽培管理粗放，整体水平不高，生产存在盲目性。
3.4 科研投入不足，育种工作有待加强

吉林省和其他省份相比，科研投入严重不足，

满足不了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需要，从而导致品种

更新换代相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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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淀粉深加工落后，马铃薯高淀粉品种少

吉林省马铃薯加工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目

前加工产品主要是粗淀粉及其粉条和粉皮等，忽略

了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加工。当前油炸食品

薯片和薯条以及全粉加工等尚属空白，不利于提高

马铃薯产业的经济效益。虽然我省有 3 家万 t 级马

铃薯精淀粉加工企业，但由于企业忽视了原料薯

基地建设，导致原料薯短缺，每年都处于吃不饱的

状态。并也存在着加工技术落后，加工品种淀粉含

量低，品质差等问题。这都是马铃薯产业发展中的

一大薄弱环节。

4 马铃薯产业发展对策

4.1 建立标准化种薯生产技术和质量检测体系

我国最早关于马铃薯种薯生产的法规是 1982
年 颁 布 的“马 铃 薯 种 薯 生 产 技 术 操 作 规 程”

（GB3243-82）；然后于 1987 年、2000 年、2003 年、
2006 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种薯检疫规程。一些马

铃薯主要种植省区还制定一些地方标准，特别是关

于马铃薯种薯生产的标准。为了规范种薯市场，提

高种薯质量，吉林省急需建立自己的标准化种薯生

产技术和质量检测体系。这样，经销单位可卖放心

薯，农民可种放心田，种子纠纷有据可依，自可公

断。
4.2 降低脱毒种薯生产成本

种薯生产成本高，是制约马铃薯脱毒种薯大面积

推广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一步研究高效

低成本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提高繁殖系

数，缩短繁育周期，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大幅

度提高种薯繁殖效率，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脱毒

种薯繁育体系，是加快我省马铃薯脱毒种薯大面积

推广应用的必要保障。
4.3 示范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

结合吉林省的生态区域特点，在半干旱农业生

态区栽培措施以旱地节水，防风沙为主；半湿润农

业生态区栽培措施以促早熟，丰产保质为主；湿润

农业生态区栽培措施以耐寒、耐湿、抗病为主。普

遍采用选用优质脱毒马铃薯种薯、种薯催芽播种、
合理轮作、测土配方施肥、晚疫病综合防治等高产

栽培技术。
另外，在平原地区可大力试验示范推广机械大

垄高产栽培技术。

4.4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提高马铃薯科研水平

科技进步是我省马铃薯生产发展的关键和重要支

撑。因此，要加强科技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和引进

高水平科研人员，进一步加大对现有技术和马铃薯

新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的力度。通过常规杂交育

种、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等各种手段选育和创造

新品种，不断推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优良品种，

为吉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4.5 改进和提高加工技术，加强专用品种的推广

要改进和提高加工技术，发挥大型骨干企业的

龙头作用；引进和开发马铃薯炸片、炸条、全粉、
冷冻马铃薯制品等加工技术和生产线，促进加工增

值。引导以农户为单位的加工作坊走半机械化、机

械化和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的加工路子，增加收

入，促进产业发展。 在加工企业、研究单位和生

产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积极推广应用现有的马铃薯

加工用高淀粉品种的同时，努力选育和推广更多的

不同用途的马铃薯专用型品种。

5 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设想

5.1 种植业

（1）品种：加速脱毒良种的推广，首先选用优

质、抗病、高产的品种以适应增产粮食的需要；其

次选用专用加工型的品种以满足加工业的需求。
（2）区划：按品种、用途、区域进行合理布

局，在巩固发展传统种植区的脱毒化、良种化的同

时，科学规划新区的发展。
（3）根据俄罗斯和朝鲜马铃薯的发展，近年对

种薯的需求逐年有所增加，种薯和商品薯的出口已

成为现实。需要建立专用基地预以质量保证。
（4）省内自给商品薯基地确保满足省内市场的

早熟菜用薯和越冬菜用薯的需求。
5.2 加工业

（1）原料基地建设：按品种及其适应性和供应

季节的需求、交通等进行布局，合理安排原料薯基

地，确保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
（2）加工业的分成次布局：大区域经济中心发

展深层次加工工业，考虑市场、原料来源、技术、
交通、通讯、能源等必需条件，可以建设生产精淀

粉、变性淀粉、全粉、炸片、炸条等精细加工企

业。交通条件差的大规模种植区发展粗加工企业，

如淀粉、粉条、粉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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