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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现有耕地面积约 160 万 hm2，马铃

薯生产以大兴安岭为界：岭西以种薯生产为主，

兼有鲜食，淀粉全粉原料薯生产，品种单一，生

产模式以种薯外调为主；岭东以鲜食，淀粉加工

原料薯生产为主，常年种植面积 3.33 万 hm2 以上，

占全市马铃薯面积 60%以上。种薯面积较小，集

中在靠近林区的后开发乡镇。由于耕地使用年限

长，地力差，多为坡岗地，规模种植的农户少，

管理粗放，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区，而且种植的品

种多达27 个 [1-3]。为此我们分析了 2002～2007 年6
年间马铃薯淀粉含量、产量、块茎产量变化趋势，

为加工品种选择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①呼伦贝尔农科所育成马铃薯品种（品系）及

中间品系；②参加生产试验和区域试验部分品种；

③扎兰屯、阿荣旗莫旗引种品种；④部分农家品

种。
除农家品种外，其余品种分 G0～G3 四级。

1.2 试验地点

本试验共设 2 个试验点：①阿荣旗（三岔河乡）；

②扎兰屯（呼伦贝尔市农科所试验地）。各试验点均

选中等肥力地块，施肥 N： P2O5：K2O=1： 1： 0.8。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点设计

同级别不同品种为一试验点，采取大区对比

（不低于 133.4 m2）与随机区组（2 次重复）（小区面积

20 m2）结合。
1.3.1 调查项目和方法

调查出苗期、成熟期，计算生育期；收获时测

定每 667 m2 块茎单产，收获后 10 d 内测定淀粉含

量（比重法），计算各材料每 667 m2 的淀粉产量。
本试验需取得供试材料每一级别不同品种的生育

期、块茎淀粉含量、单产、块茎单产数据，为减小

年份环境因素的误差，以两点三年的平均数为分析

源数据，采用 Excel 2003 作为分析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植不同级别种薯块茎淀粉含量、块茎单产、
淀粉单产相关分析

表 1 表明，应用 G0～G3 各代种薯，淀粉单产

与块茎单产成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极显著水平，

这说明，在淀粉加工品种选择上对产量性状应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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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2002～2007 年 G0~G3 代不同马铃薯品种种植结果， 建立相关模型。 淀粉产量分析表明： 为加工淀

粉， 最宜种植 G2~G3 种薯。 效益分析表明， 现有条件下， 淀粉加工企业， 应用品种淀粉含量必须高于 14%。 同时评价

了呼伦贝尔市地区马铃薯淀粉加工品种应用体系， 并就此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马铃薯； 淀粉产量； 模型

表 1 淀粉单产、块茎单产

种薯级别 数学模型 R R2

G0 y=0.0873x+117.08 0.3794* 0.1439

G1 y=0.1371x+25.276 0.6108** 0.3731

G2 y=0.1474x+13.35 0.7884** 0.6216

G3 y=0.1533x+2.73 0.9370** 0.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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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适合淀粉加工品种、品系

表 3 块茎淀粉含量、块茎单产、淀粉单产参数

以充分的关注；随世代增加，淀粉单产受块茎单

产影响逐渐加大，采取栽培措施增产对淀粉产量

显得更重要。
种植 G0 代种薯虽淀粉单产与块茎产量显著正

相关，但淀粉产量随品种块茎单产变化较小，这是

由于种植 G0 代种薯田间生长势强，单产水平差异

小，客观上削弱了品种块茎单产对淀粉单产的影响。

表 2 表明，G0~G3 代各品种组成群体分析结

果表明，应用G0~G3 各代种薯，淀粉单产与淀粉

含量正相关极显著，这说明，在淀粉加工品种选择

上应该以高淀粉含量为主；随着世代增加，淀粉单

产受淀粉含量影响减弱，即：高淀粉品种增产淀粉

的作用下降。
通过对 G0~G3 各代块茎淀粉含量、块茎单产

分析表明，块茎单产与淀粉含量无直线相关关系。
2.2 采用不同级别种薯块茎淀粉含量、块茎单产、
淀粉单产参数分析

表 3 表明，各代淀粉含量平均水平基本稳定在

15%左右，淀粉含量变化范围差异也不大；块茎单

产在 G0~G1 间无显著差异，从 G1~G3 代减产幅度

加大，尤其 G3 代较 G0、G1 减产达15.7%，单产

变化范围差异不大；淀粉产量在 G0~G2 代变化不

显著，在 G3 代迅速下降，减产幅度 16%。

种薯级别 数学模型 R R2

G0 y=1691.2x+37.8670 0.6662** 0.4438

G1 y=1613.3x+0.1906 0.7657** 0.5863

G2 y=1403x+3.564 0.6662** 0.4438

G3 y=1152.9x+62.48 0.4401** 0.1937

表 2 淀粉单产、块茎淀粉含量

种薯级别
淀粉含量（%） 667 m2 淀粉单产（kg） 增产淀粉显著

材料（份）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G0 15.3 8.8~21.8 1 582.3 1 564.6~2 856.4 246.4 163.6~463.7 12

G1 15.2 8.8~23.8 1 592.0 711.2~2 346.8 241.3 96.6~418.5 15

G2 15.3 9.2~24.0 1 410.0 620.0~2 226.7 245.5 100~393.5 13

G3 15.0 8.9~24.2 1 243.1 609.0~2 135.0 205.3 137.1~380 12

667 m2 块茎单产（kg）

2.3 淀粉单产综合分析

基于各代分析，重点分析了采用 G2～G3 代种

薯淀粉产量差异，初步确定部分淀粉每 667 m2 单

产高于300 kg 品种加工淀粉方面的应用性（表 4）。

适合加工淀粉的品种主要为呼伦贝尔市农科所

育成的品种（系），多属于中晚熟类型，外引品种在

本地区种植，大部分淀粉产量增加不显著，甚至减

产，一般只能作为鲜食，饲用等，目前淀粉加工品

种还没有早熟类型，大西洋等早熟品种只能作为补

充。农家品种适合鲜食，适合加工淀粉的类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应用方法

综合淀粉含量、产量和块茎产量相关分析结

果，选择高淀粉品种生产原料薯，最适合选择G2、
G3 种薯， 这样可以取得较高的产投比，采用综合

栽培措施提高产量对增产淀粉效果显著，G4 代及

以后各代由于产量迅速下降，无法发挥高淀粉品种

优势。
3.2 效益分析

综合淀粉产量分析结果，呼伦贝尔市岭东地区

品种（系）
淀粉

（％）

667 m2 淀粉

单产（kg）
应用方向

呼 8342-36

呼 8331-3

呼 8216-35

所试 06-21

所试 06-16

所试 06-6

Tech0034

20.6

21.0

19.1

16.3

12.2

21.8

17.0

338

335

332

385

360

348

330

专用加工

专用加工

专用加工

专用加工

兼用

专用加工

淀粉炸片

43 .0

42.0

40.6

63.0

52.0

47.4

40.0

32.0

30.0

29.6

50.0

40.6

35.9

29.0

增幅（％）

大西洋 克新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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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 Tech0034 为内蒙区试，其余均来自呼伦贝尔农科所育

成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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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呼伦贝尔农科所育成品种为淀粉加工原料。可

获得较高淀粉产量，仅以每 667 m2 产 330 kg 计算，

较大西洋、克新1 号每 667 m2 增产淀粉 90 kg 以上，

以每千克 3.6 元折算增产值近 300 元，高淀粉种薯

近三年平均价格每千克 1.2 元，克新1 号种薯平均

每千克价格 0.8 元，以年种植面积（岭东）2.67 万

hm2 计算，扣除增加成本可增产值1.08 亿元。
3.3 应用限制性因素分析

3.3.1 利益分配不平衡

高淀粉品种一般晚熟、块茎中等，产量性状不

突出，兼用性差，且配套栽培技术推广力度小，薯

农种植兴趣不高；根本原因马铃薯产业发展缺乏利

益平衡机制。
可用下面简化公式计算加工产值：

B=yx1p1+yx2x3p2-yp3 -p4 （1）

B—利润；y—块茎单产；x—出渣率；p1—副

产品薯渣价格；x2—淀粉含量；x3—淀粉提净率；

p2—淀粉价格；p3—原料加工成本和原料成本之和；

p4—管理成本和固定资产折旧和。
上式变换为：

B=yx1p1+yp2（x2x3-p3/p2）-p4 （2）

副产品薯渣价值低，对总利润贡献率小，p4 接

近常数，故利润关键取决于淀粉含量与淀粉提净率

之积 x2x3 和 p3/p2 之差，x3 一般为 85%～98%，在假

设x3 为 1 时，忽略薯渣价值，x2-p3/p2 成为关键项，

若产量以吨计算，p3=700 元/吨，p2=5 000 元/吨，

则：

淀粉含量每增加 1%，加工每吨原料 ΔB（利润

变化）增加 48 元，考虑常数 p4，则淀粉含量必须大

于 14%（700/5000=0.14），才会取得稳定收益。
关键在于薯农自己加工可获得这部 分利润

（ΔB），若出售原料薯，这部分利润只能得到很少，

或得不到，并承担增加的种薯支出，因此，实行原

料薯优质优价和种薯补贴对利益平衡非常重要。
3.3.2 种薯产业化程度低

一方面呼伦贝尔市岭东淀粉加工品种种薯生产

未形成规模，应用成本高，种薯生产集中的岭西多

为外调，品种不适合加工；另一方面，加工企业分

散，规模不等，数量多，大公司、小作坊并存，小

作坊产品质量低，大公司原料短缺，高成本低效率

运行，导致了企业发展限制，技术改造力度小，利

润空间小，难以实行优质优价，工业返哺农业成为

空谈，在产业链终端造成瓶颈，形成极大障碍。
3.3.3 结构性失衡

以加工为拉动力的马铃薯产业是呼伦贝尔市近

5～8 年形成的新兴支柱产业，重大项目政府审批方

面存在漏洞。突出表现在，大型加工企业上马缺乏

充分论证，科研、种薯生产、推广、加工企业没有

形成紧密型联合。
3.3.4 其他不利因素

生态环境恶化从整体上影响农业生产；岭东地

区土地分散，集约化程度低；农田基本建设跟不上

现代农业发展。
3.4 对策

利用准入机制，控制加工企业数量，在具有生

产优势地区，原料薯生产规模化，推动企业技术改

造升级，建成深加工体系；加强科研部门和种薯生

产部门的联合，建立适度规模的种薯基地；育种部

门在兼用性和早熟上予以考虑，加强专用品种配套

栽培技术研究应用；农业推广部门与政府的行为，

尤其是大规模调种时，要高度规范，进行充分的论

证，避免盲目引种，即品种要适合加工。

4 结论与讨论

在呼伦贝尔市岭东地区淀粉加工品种应用策

略：主要应用呼伦贝尔市农科所选育的高淀粉品种

（系）（淀粉含量在 14%以上），通过建立规模种薯

基地，保证充足的原料薯供应，原料薯生产宜采用

G2-G3 代种薯，加强品种配套栽培措施，G4 及以

后各代不宜采用，并且从宏观上完善、延伸产业

链，建立平衡、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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