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德市地处冀北山区, 属燕山地槽与内蒙古高

原过渡地带。境内由浅丘陵区、燕山深山区和坝上

高原区三个地貌单元组成。海拔 200 ～2 118 m, 分

为冀北高地和坝上高原两个自然区域, 气候类型为

暖温带向寒温带过渡、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

气候。四季分 明 , 光照充足 , 昼夜温差大 , 无霜

期 62 ～180 d, 年降 雨量 400 ～880 mm, 年平均 气

温- 1.4 ～10℃, 南北相差 11℃, 土壤肥沃 , 非常适

宜马铃薯生长。全市常年种植马铃薯 5 万 hm2, 总

产 90 万 t。马铃薯产业是该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1 产业现状

1.1 品种结构

按照用途形成了以菜薯、种薯为主, 加工用薯

不断发展的品种结构格局。种薯繁育品种有克新 1

号、荷兰 15、集农 958、早大白、夏波蒂、大西洋

等 ; 高淀粉品种有春薯 4 号、坝 薯 10 号、红皮、

陇薯 3 号等; 菜用型品种有克新 1 号、早大白、荷

15、渭变、春薯 4 号、台湾红皮等; 加工型品种有

夏波蒂、布尔斑克、A76、大西洋等。

1.2 生产布局

承德市常年种植马铃薯 5 万 hm2, 其中围场县

4 万 hm2、丰宁县和隆化县 1 万 hm2。形成了种薯、

商品薯、加工用薯三大生产区域。一是以围场、丰

宁坝上地区为种薯生产基地; 二是坝下及接坝地区

为加工用薯生产基地; 三是围场、丰宁、隆化东南

部为商品薯生产基地。

1.3 栽培水平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承德马铃薯生产基本

上都是人工畜力播种 , 靠天吃饭。从 1995 年开始

引进机械化种植马铃薯, 并相继推广了地膜覆盖种

植技术、种薯繁育技术、大垄密植高培土技术、病

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鲜薯贮藏技术等。目前, 一些

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引进了现代化喷灌设备, 推广

先进的喷灌圈技术, 从而解决了马铃薯生产乃至整

个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问题。近几年, 围场县机械

化研究所进行马铃薯生产设备的国产化研究, 研制

出了单双行马铃薯播种机、覆膜机、中耕机、喷药

施肥机、收获挖掘机等配套设备, 这些设备在马铃

薯生产上的应用, 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 提高了

耕作质量和产量 , 提高 了商品率。现 在正在全市

推广。

1.4 科研体系

承德市有 2 家专门负责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引

进、试验、示范工作的科研机构: 承德市蔬菜所和

围场县马铃薯研究所。目前, 这两个科研单位共储

备了不同类型的品种( 品系 ) 200 多个 , 形成了种

用品种、菜用品种、炸条炸片品种、高淀粉品种相

配套的品种储备, 并实现了微型种薯工厂化生产。

1.5 加工结构

马铃薯加工业相对单一, 主要以淀粉和淀粉制

品( 粉条、粉丝、粉皮等 ) 加工为主 , 有淀粉加工

企业 500 余家, 年加工转化马铃薯 20 万 t, 生产淀

粉 3 万 t, 产值 8 500 万元。马铃薯条、薯片加工

在该市尚属空白, 亟待国内外商家开发。

1.6 贮藏情况

马铃薯贮藏正在由一家一户的小土窖贮藏向能

通风调温调湿的现代化贮藏发展。目前, 拥有贮量

12 000 t 的大型现代化贮藏窖 4 个, 贮量 6 000 t 的

2 个 , 较 具 规 模 的 贮 藏 窖( 贮 量 在25 t 以 上 ) 420

个 , 贮量已达 20 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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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销售体系

在销售上, 以马铃薯生产公司为龙头, 组建马

铃薯专业协会 30 多个 , 发展会员 4 800 人。经过

几年来的发展, 马铃薯市场销售体系逐渐完善, 形

成一个完整的销售网络。产品销往全 国 16 个省、

市、区, 种薯、商品薯及淀粉、粉条、粉丝除占领

京津市场外, 还销往全国各地, 马铃薯产业在该市

农业经济发展中已成为支柱产业。

1.8 质量保障体系

马铃薯种薯 生产、丰产栽 培、田间病虫 害防

治、收获、运输、贮藏等环节, 严格执行《河北省

脱毒马铃薯生产地方标准》, 并通过马铃薯病毒检

测室对质量进行检测和管理, 从而基本保障了种薯

及其它用薯的质量。

2 存在问题

2.1 马铃薯产业发展不平衡

承德市马铃薯生产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围场县和

丰宁县, 特别是围场县是该市马铃薯的主产区, 是

“ 中国马铃薯之乡 ”, 该县马铃薯种植水平也较高,

一些马铃薯生产专业公司采用的栽 培技术已与 荷

兰、美国等同步, 基本按着马铃薯生长发育所需要

的内外部条件对马铃薯进行生产和管理, 马铃薯产

量和品质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但马铃薯

作为承德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在全市其它适宜种

植的各县还未起步 , 因此 , 发展潜力很大。另外 ,

马铃薯生产水平发展也不平衡, 全市马铃薯产量每

667 m2 平均 1.13 t, 而围场县马铃薯生产专业公司

产量每 667 m2 平均 2.5 ～3.0 t, 高的达到 4.5 t, 差

异很大, 因此, 增产潜力也很大。

2.2 科技含量低, 品种结构不尽合理

主要表现在 : 良种普及率低 , 种植技术落后 ,

品种结构不尽合理。如: 鲜食菜用薯存在商品质量

差, 南方种用薯品种单一, 淀粉加工用薯淀粉含量

与产量偏低, 而炸条、炸片用品种只有从国外引进

的夏波蒂、布尔斑克、A76、大西洋等 , 且这些品

种相对种植面积小, 不能适应马铃薯产业迅猛发展

的需要。

2.3 栽培耕作方式落后, 影响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

提高

承德市的一些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 利用先进

的马铃薯机械化生产, 严格按照马铃薯生长需要和

不同用途进行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其产量每

667 m2 已达到 4 ～5 t, 产品品质和商品率都很高 ,

但是由于受土地条件和投入能力的限制, 这些先进

的栽培技术农民接受起来却相对较困难, 他们仍固

守着传统的马铃薯生产方式使产量低 , 病害严重 ,

商品率低。其次, 农民由于多年连作造成病害日趋

严重, 特别是以环腐病和丝核菌引起的马铃薯块茎

的内部障碍病害, 使种薯和商品薯的质量下降。另

外, 农民由于对市场预测能力差, 又不能实现定单

农业, 在种植上往往存在盲从心理, 今年什么品种

畅销, 明年就种这个品种, 结果造成供大于求, 往

往增产不增收。

2.4 科研经费投入相对较少 , 农业科研人员队伍

老化, 农民素质亟待提高

第一, 承德市的马铃薯科研机构实验设施、检

测设备等较落后, 科研状况停留在 20 世纪80 年代

的水平, 马铃薯育种等工作基本未开展。更谈不上

根据承德的特点和市场需要进行马铃薯专用品种的

育种等工作。其次, 专门从事马铃薯产业研究的专

业技术人员较少。近年 来 , 由于体制 等方面的原

因, 从农业院校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少, 致使农

业科研队伍人员老化, 知识断层, 跟不上产业发展

的要求。第三, 承德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业人口

素质偏低, 在家务农的农业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的

只占30%, 农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差, 严重制约

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2.5 加工销售带动能力差, 产业链条不完整

承德市马铃薯加工业主要是以淀粉和淀粉制品

为主的低附加值的初加工, 尽管加工厂众多, 但家

庭小作坊式加工厂多, 精加工、规模大的加工企业

少, 产业效益不理想, 并且各加工厂没有专门的高

淀粉品种, 没有自己的繁育基地, 没有贮藏库, 只

能收购农民不能作为种薯或菜薯等销售的产品, 从

而造成加工时间短, 不能按设计加工能力满负荷生

产, 基本上是马铃薯收获季节昼夜加工, 全年大部

分时间停产, 淀粉出产率低, 成本较高, 严重影响

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另外, 目前承德市尚无一家

马铃薯深加工企业, 造成产业链条不完整 , 不能有

效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由于承德缺乏统一的市场

销售组织, 客户和农户直接打交道, 而农民缺乏对

全国市场情况的了解, 直接影响经济效益, 这对整

个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是致命的制约因素。

·319·承德市马铃薯产业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王秀艳 , 王 健 , 杨秀君 , 等



·320·

3 发展思路

3.1 稳定马铃薯主产区种植面积 , 扩大和发展适

产区面积

承德各县区 都有适宜种 植马铃薯的 土地 , 因

此 , 首 先要稳定北 部马 铃 薯 主 产 区( 特 别 是 围 场

县 ) 的 种植面积 ; 其 次 , 继 续 扩 大 有 栽 培 经 验 的

丰宁县的种植面积 , 特别是临近 围场县的隆 化县

更 应 作 为 发 展 马 铃 薯 的 重 点 区 域 ; 第 三 , 在 试

验、示范的基础上 , 把马铃薯种植 区向其它各 县

区发展 ; 第四 , 在临近市区的县区 和中南部县 区

发展错季马铃薯生产 , 利用地膜覆 盖栽培技 术和

马 铃 薯 催 芽 育 苗 技 术 在 承 德 市 中 南 部 各 县 种 植“

早大白 ”等早 熟品种 , 使产 品提前上市 , 增加经

济效益。

3.2 推广先进的马铃薯栽培技术 , 提高马铃薯单

产水平和品质

马铃薯适应性强、产量高、增产潜力大, 在种

植面积受条件限制的情况下, 提高马铃薯单产水平

和品质, 是增加经济效益、促进马铃薯产业发展的

最佳途径。因此, 要在全市马铃薯种植区推广种薯

脱毒化、栽培大垄化、种植机械化、测土配方化、

浇水微喷化、病虫害防治综合化、贮藏规模化等先

进的优质高效栽培技术。

3.3 推广优质高产品种 , 引进有发展潜力的马铃

薯储备品种

在试验示范的基础上, 积极在全市搞马铃薯品

种更新 , 推广荷 15、早大白、夏波地、大西洋等

优质高产品种。另外, 马铃薯科研单位要积极从国

内外引进有发展潜力的马铃薯优新品种, 扩大马铃

薯品种储备量, 寻找适宜我市种植的优质高产马铃

薯品种。

3.4 加大脱毒种薯推广力度 , 提高脱毒种薯使用

率

脱毒种薯后代植株叶肉细胞小 , 细胞数量多 ,

叶绿体数目多 , 叶绿素含量 高 , 光合强度 、光饱

和点高 , 呼吸强度低 , 水分代谢协 调 , 抗旱能 力

强。另外 , 植株吸收氮磷 钾能力强 , 产 量高。脱

毒种薯比一般种薯每 667 m2 增产 30% ～100%, 每

提高一个种薯级别每 667 m2 可增产 250 ～500 kg。

所以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种植户进行 种植脱毒种 薯

的宣传, 加强推广力度。

3.5 加大科技投入, 增强市场竞争力

以承德市蔬菜所、围场县马铃薯研究所和龙头

企业为重点, 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在基础设施建

设、实验设备、检测设备更新上予以重点扶持, 将

一批农业院校毕业的热爱农业生产和科研的新人充

实到农业科研队伍中去, 特别是增加专门从事马铃

薯产业的技术人员, 并通过多渠道对现有人员进行

知识更新、技术培训, 迅速提高其业务水平, 把承

德的马铃薯研究工作搞上去。

3.6 通过“ 协会 ”把全市马铃薯产业统一管理起来

通过新成立的“ 承德马铃薯协会 ”, 把全市松

散的协会、经济人、中介组织等统一组织起来, 通

过“ 协会 ”聘请国内外马铃薯专家为会员、技术人

员并对农民进行栽培技术培训和指导。制订全市马

铃薯产业生产标准, 并组织实施; 制订并统一全市

马铃薯协会的商标, 打造全市马铃薯品牌; 制订并

指导马铃薯售价 , 维护 会员权益 ; 协 助制定全市

马铃薯发展规划和工作 计划 ; 帮助 会员开发国 内

外马铃薯市场 ; 与国内 外大中专院 校、科研机 构

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 ; 选派优秀会 员到相关机 构

进修学习 ; 组织全市 技术人员进 行经验交流 ; 帮

助会员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 , 帮助 会员

解 决 生 产 、 加 工 、 销 售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各 种 问 题 ;

与市内外加工企业及 广大客户建 立密切联 系 , 逐

步实现定单种植。

3.7 培育加工龙头企业, 促进马铃薯产业发展

马铃薯产业链条的最终拉动靠的是马铃薯深加

工业。面对我国深加工业的发展格局及市场前景 ,

承德要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精包装上打品牌, 提高

附加值, 着眼于深加工, 注重投资小、见效快的休

闲、膨化食品, 瞄准全粉、雪花粉、淀粉进一步加

工为变性淀粉及条片加工, 并使粉条、粉丝、粉皮

等大众淀粉食品提档增值, 从而依靠深加工业带动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3.8 加大科技示范园( 基地) 建设力度

在马铃薯主 产区建设新 品种试验示 范园和马

铃薯科技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要分加工( 炸条、炸

片) 、高淀粉、菜薯等几个不同类型 , 地点要选择

在有代表性的不同区域的马铃薯产区和适宜发展马

铃薯的县区 , 管理上要 增加科技含 量 , 以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为目标 , 通过示范区( 基

地) 建设, 带动整个产业快速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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