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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互助县马铃薯产业现状及其发展策略

周 生 坛

�青海省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

青海 互助 ������ �

互助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
，

由于特殊的地理

条件
，

形成了自然的隔离带
，

加之海拔高�种薯基

地海拔高度一般 ����
一���洲〕 ��

，

气候冷凉�年平

均气温 �
�

�℃�
，

日照充足�年日照时数为����
�

���
，

昼夜温差大
，

土壤疏松肥沃
，

农作物病虫害少
，

交

通方便
，

是生产优质马铃薯脱毒种薯的良好场所
，

是全国生产优质马铃薯脱毒种薯最理想的地区之

一
。

该地区所生产的马铃薯种薯具有块茎大小整齐

一致
、

无污染
，

病烂薯少
、

种薯质量高
、

增产潜力

大
、

种性退化慢等特点
。

每年大量的优质脱毒种薯

调运到甘肃
、

宁夏
、

陕西
、

新疆
、

西藏
、

云南等省

区 � 专用型商品薯供往甘肃
、

上海
、

福建
、

云南
、

广东
、

四川及泰国
、

新加坡等地
，

深受国内外需求

者的赞誉
。

马铃薯已成为互助县农民赖以生存的主食和重

要的经济来源
，

在互助县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

目前
，

建立一套科学
、

严密
、

符合互助县

实际的优良专用品种脱毒种薯繁育推广技术体系
，

是发展互助县马铃薯产业的关键
。

通过加强基地建

设
，

发展加工业
，

延长产业链
，

构建产业信息平

台
，

健全销售市场网络
，

以此振兴互助县马铃薯产

业
，

为整个西部地区农业产业不断壮大和经济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

� 互助县马铃薯产业现状与存在问题

�� 互助县马铃薯生产现状

����年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
�

�万�时
，

约

占互助县农作物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
，

总产量在

��
�

�万 �以上
。

生产栽培的主要品种为
�
下寨 ��

、

青薯 �号
、

收稿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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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农艺师
，

主要从事农业技术

推广
一

仁作
。

渭薯 �号
、

大西洋
、

夏波蒂
、

陇薯 �号
、

台湾红

皮
、

费乌瑞它等
。

目前种薯生产以四级繁种为主
。

低代种薯由互

助县马铃薯脱毒中心集中连片繁育
、

集中贮藏
、

统

一调运
。

商品薯生产用种由县种子站和马铃薯脱毒

中心供应
，

连片生产
，

农户分散贮藏
，

相互 自由

串换
。

互助县目前拥有年生产淀粉 ���� �以上的加

工企业 �家
，

还有几十家作坊式半机械小型加工个

体户和
“
三粉

”

加工户
，

加工能力明显高于原料生产

能力
，

因此造成加工企业普遍
“
吃不饱

”
的现象

。

�� 存在的问题

�
�

�
�

� 脱毒种薯生产混乱
，

繁育推广体系不完善

互助县脱毒中心生产的脱毒种薯
，

由于基础种

苗�薯�质量差
，

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和技术力量
，

脱毒快繁和微型薯生产不规范
，

造成农民种植脱毒

薯不增产或增产不显著
，

降低了脱毒薯的声誉
，

影

响了农民种植脱毒薯的积极性
。

互助县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推广脱毒马铃

薯
，

在全国起步较早
，

但近年马铃薯产业发展缓

慢
，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未完全建立健全适应当

地条件的良种繁育推广体系
，

健全的种薯繁育体

系
，

可保证品种按用途或区域化合理布局
，

有计划

地更换品种
。

避免因品种感染病毒而频繁更换
，

造

成生产上多
、

乱
、

杂现象
。

马铃薯的种薯繁育
，

除

保持品种纯度外
，

还要防止感染病毒
。

任何优良马

铃薯品种
，

如没有相应的种薯繁育体系
，

都难以在

生产中长期发挥其增产潜力
。

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

包括
�
优良品种脱毒

，

脱毒试管苗快繁
、

脱毒微型

薯�原原种�生产
、

原种生产和合格种薯生产
，

以及

病毒和其他病虫害的检测检验
。

�
�

��� 缺乏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监督体系

据调查
，

青海有十几家单位都在生产微型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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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绝大多数缺乏必要的检测条件和检测技术
，

脱

毒基础苗的质量无法保证
。

加之从脱毒苗到基础种

薯
，

再到合格种薯
，

历时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
，

缺

乏统一的种薯生产操作规程和完善的种薯分级标

准
，

种薯生产基地的技术装备不配套
，

尤其是病毒

检测手段仍较为落后
。

这些都严重制约着马铃薯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
。

要想尽快把互助县马铃薯产业做精
、

做强
、

做

大
，

走在全国的前列
，

完善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是

马铃薯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

因此
，

必须

针对上述弊端
，

建立起一套科学
、

完善
、

符合互助

县生态条件的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体系
，

规范化
、

标准化生产优质脱毒种薯 � 从根本上解决互助县以

及青海省马铃薯生产水平低
、

种薯质量差
、

生产混

乱的现状
。

�
�

��� 脱毒种薯基地少
，

原料基地建设和加工企业

发展不协调

互助县马铃薯基地建设是马铃薯产业链中最薄

弱的环节
，

因为基地的问题而导致全县马铃薯产业

发展滞后
。

目前互助县的种薯生产规模只能勉强供

应本县及周边部分州县的生产用种
，

优质种薯覆盖

面小
，

生产的优质种薯根本不能满足全省的需求
，

更谈不上为外省区提供优质种薯
。

我国马铃薯加工业起步较晚
，

加工转化率不足

���
，

互助县是青海省加工转化较好的地区
。

马铃

薯淀粉加工企业的原料一直供应不足
，

丰年可满足

加工能力的 ���
，

欠年仅为 ���
，

因此原料供应

是淀粉加工企业发展的瓶颈
。

�
�

��� 马铃薯品种结构不合理
，

难于满足市场需求

互助县的马铃薯生产发展长期以来以高产
、

鲜

食为主要目标
，

忽视了专用型马铃薯的生产
。

各种

专用型品种极少
，

特别是缺少加工专用型品种
。

互

助县的马铃薯品种普遍存在干物质含量低
、

还原糖

含量高
、

薯型不规则
、

芽眼深
、

表皮不够光滑等缺

陷
，

难以适应马铃薯市场和加工企业的需求
。

致使

农民生产的马铃薯销路比较狭窄
，

甚至卖不出去或

仅作蔬菜廉价出售
，

而加工企业所需原料又严重不

足
，

马铃薯品种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
，

严重制约着

我县马铃薯生产向优质
、

高效型产业发展
，

生产上

对专用型马铃薯脱毒种薯的需求尤为迫切
。

但是
，

目前由于专用薯生产规模小
，

产品难以满足市场的

需求
〕

� 马铃薯产业发展策略

充分利用互助县不可多得的自然优势
，

从夯实

产业基础
、

优化品种结构抓起
，

尽快将互助县马铃

薯产业做精
、

做强
、

做大
，

使之成为全县农村经济

发展的第一大优势产业
。

根据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

略步骤和互助县扶贫发展规划
，

本着
“

专家策划
，

政府启动
，

企业运作
，

农民受益
”
的原则

，

着重发

展以下几个方面
。

��� 建立脱毒马铃薯种薯质量监控机构

筹建互助县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监督中心
，

对

马铃薯病毒
、

真
、

细菌病害和其他病虫害检测和监

控
，

提高脱毒基础苗和各级薯种的质量
，

制定互助

县马铃薯种薯质量标准
、

脱毒种薯生产技术规程

等
，

开展主要病虫害检测预报
，

提出防治技术措

施
，

并进行人员培训
，

幅射带动全省及西部地区
，

建立脱毒马铃薯种薯质量监控机构
，

使互助县成为

西部脱毒马铃薯生产中心之一
。

��� 加强新品种选育
，

不断提高新品种研发能力

以优质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种为选育目标
，

采用

常规育种
、

分析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的方

法
，

培育发展经济价值高
，

市场销路好的专用品

种
，

优化马铃薯品种结构
，

开展早熟高产菜用型
、

高淀粉加工型
、

炸片�炸条�专用型和烘烤
、

沙拉专

用型品种选育工作
。

�� 抓好优质种薯生产基地

建立优质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
，

对低代高

质量种薯�脱毒苗
、

微型薯
、

原原种
、

原种 �的生

产
、

贮藏和流动
，

实行企业化管理
、

产业化经营
、

政策性封闭管理
，

以确保种薯质量和定向流动
。

��� 抓好商品薯生产基地建设
，

实现区域化布局
，

专业化生产

要坚持区域布局
，

因地制宜
，

发展专用原料生

产基地规模
，

狠抓标准化生产
，

品质
、

品牌和质量

监管体系建设
，

以优良的质量和绿色的品质求生

存
、

谋发展
、

拓市场
。

以互助县为无公害优质商品

薯生产中心
，

带动周边地区
，

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

商品薯生产集散地之一
。

��� 培育龙头企业
，

创特色名优产品

加快培育龙头企业
，

重点扶持规模较大
、

技术

含量高
、

管理规范
、

产品质量优的企业
，

促进并推

动马铃薯产业的持续
、

健康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