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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位于山西省东北部, 黄土高原与内蒙古

高 原 交 接 地 带 。 东 经 112°34′~114°39′, 北 纬

39°03′~40°44′, 国土总面积 1.4 万 km2, 平均海拔

在 1 000~1 300 m , 其中山地、丘陵分别占国土总

面积的 37.5%, 23.5%, 境内山川相间, 沟壑纵横,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全市辖 7 县 4 区 , 总人口

310 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166 万。为我国重要的能

源基地、北方商贸中心城市。

大同市种植马铃薯有 300 多年的历史 , 所产

的马铃薯个头匀称 , 出粉率高 , 病害少 , 品质好。

全市 11 个县区都有马铃薯种植 , 播种面积在 5.3

万 hm2 左右 , 占山西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1(5, 其

中 播 种 面 积 在 6 000 hm2 以 上 的 有 4 个 县 ,

6 000 hm2 以 下 的 有 3 个 县 区 。 年 产 量 64 万 t 左

右。目前生产中应用的品种主要有紫花白、晋薯 7

号、晋薯 11 号、同薯 20 号、同薯 23 号、系薯 1

号、费乌瑞它等。

1 生产马铃薯的优势

1.1 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

大同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候特点

是: 四季分明 , 降水集中 , 雨热同季 , 日照充足 ,

昼夜温差大(15～20 ℃), ≥10 ℃积温 2774~3011 ℃,

无霜期 100~150 d, 年 降 水 360~450 mm, 蒸 发 量

1600~1892 mm, 年平均气温 3.6~7.5 ℃。独特的地

理、气候环境, 使之成为山西马铃薯的主要产区之

一。近年来虽受国家退耕还林、粮农直补等政策影

响, 播种面积有所下降, 但仍是除玉米外最主要的

粮食作物。

1.2 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

大同地区土壤属褐土与栗钙土过渡带 , 土 层

厚, 偏沙壤, 富含钾素, 所产的马铃薯以淀粉及干

物质含量高而享誉各地。同时, 大同地区马铃薯具

有生育期短, 抗逆性强的特点, 作为主要农作物种

植效益好。多年来播种面积占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的 15%~20%

1.3 良好的市场需求

大同市为华北重镇 , 交通、航运便利 , 经济、

社会辐射力范围遍及蒙、陕、冀等周边地区。特别

是一大批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农民经纪人的出现, 对

疏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全市马铃

薯鲜薯的 60%销往省内及京、津、沪、广州等地

市场, 天镇、阳高、广灵等县的马铃薯已成为京津

无公害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基地。同时, 马铃薯作为

群众生活的必需品, 市场需求量大, 早熟品种的市

场销售价格可达 1.2~1.6 元(kg, 中、晚熟品种的销

价也可达 0.5~0.8 元(kg, 农民 667 m2 收入在1 000

元以上。马铃薯种植业已成为本地农民增收的传统

产业。

1.4 雄厚的科技优势和完善的科技推广应用体系

位于我市的山西省农科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是

国内最早从事马铃薯研究的单位之一 , 已有 50 多

年的历史 , 先后有 20 项马铃薯成果获得省级以上

奖励, 其中国家级 3 项。所审定的晋薯系列马铃薯

品种约占同期全国育成品种数量的 8%, 在各地产

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本地区的马铃

薯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近年来, 各级政府

和农业部门依托该所的技术优势 , 逐步建立了“ 脱

毒苗—原原种—原种—良种”的繁育体系 , 脱毒马

铃薯的推广面积逐年扩大 , 目前占总种植面积的

40% 左右。随着马铃薯脱毒种薯及其综合配套技术

的推广运用, 马铃薯单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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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每 667 m2 产量在 800 kg 左右。

2 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2.1 品种单一，结构较脆弱

目前生产中的种植品种主要问题表现为“ 三多

三少一集中”, 即晚熟品种多 , 早熟品种少 ; 芽眼

深的多 , 芽眼浅的少 ; 鲜食品种多 , 加工品种少 ;

上市时间集中, 销售价格难以提高。

2.2 耕作粗放，单产不稳

由于本地区旱、雹、霜、冻害等自然灾害发生

频繁, 马铃薯平均产量年际间波动较大。

2.3 加工能力低，高附加值产品少

全市还没有一家大型马铃薯加工企业, 原来的

阳高皇后精淀粉厂、广灵粉丝厂、新荣薯片厂等加

工企业, 因产品档次低、企业规模小、后续投资跟

不上等原因, 大多已无法运转。本地市场上的马铃

薯淀粉基本属于手工磨制的粗淀粉, 蛋白质、维生

素等营养成分损失大 , 成本高 , 所以销路也不乐

观。

2.4 脱毒种薯繁育体系还不完善

尽管马铃薯脱毒种薯在生产中增产增收效益明

显, 但在推广应用上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脱毒

马铃薯种薯的繁育推广体系在整体工作上力度不

够, 尤其是原种—良种环节缺乏配套资金, 使脱毒

马铃薯这一优势技术不能在生产实际中得到充分发

挥。

2.5 政策性扶持不够，难以做大做强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和资金的投

入, 更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支持。就大同而言 ,

煤炭经济的比重大, 对农业的扶持少, 作为第二大

作物的马铃薯 , 行政引导、协调不到位 , 力量分

散 , 与邻近的内蒙、河北等地相比 , 发展明显滞

后。

3. 发展对策

3.1 加强领导，全力培育马铃薯支柱产业

建议成立马铃薯产业化领导组和办公室, 负责

马铃薯优良品种的繁育推广和市场营销等组织管

理, 在规范和健全马铃薯市场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

用。在主产区, 鼓励农民建立马铃薯产业协会, 通

过上联企业, 下联千万农户, 降低马铃薯营销市场

风险, 为实现增产增收发挥积极的作用。

加大政府投入, 完善招商引资融资体系。鼓励

外来企业参与建立深加工企业、马铃薯种薯和商品

薯生产基地, 形成多渠道参与市场竞争、发展的局

面。建立以企业投入为主, 政府投入为辅, 金融支

持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 通过股份制、股票上市等

融资手段, 解决企业发展资金。

3.2 完善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体系，提高产业化

水平

首先要扩大种薯生产规模 , 强化田间病害 监

控 , 实现种薯优质化 , 创出自己的种薯品牌。其

次 , 要大力推广脱 毒 种 薯 , 晒 种 催 芽 、“ 一 晚 四

深”、地膜覆盖以及旱作农业、综合防病等栽培技

术; 加强科技培训, 在全市范围内建设好 3~5 个马

铃薯科技示范中心, 辐射带动各县区。第三要优化

经营环境, 不断拓宽销售市场。要下大力气培养一

大批有现代经营理念和掌握现代销售手段的销售队

伍, 使其成为中介组织法人、销售大户、经纪人 ,

形成有所需就有所产、有所产就有所销的产业链

条, 保证农民稳定增加经济收入。

3.3 发挥地区优势，培育龙头企业

马铃薯产业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加工。因

此, 要积极引导和鼓励传统加工企业联合、兼并 ,

大力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创新, 提高加工技术水平

和产品质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壮大。

3.4 开拓市场，树立品牌

要积极发展马铃薯“ 绿色”产品, 实施精品名牌

战略。我市马铃薯产区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

工业污染少, 有机肥源充足, 病虫害少, 农药施用

量少 ; 耕地面积大 , 易进行轮作 ; 完全具备“ 绿

色”马铃薯产品生产条件。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马

铃薯“ 绿色”产品生产标准, 积极申请国家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认证和商标注册。同时, 要对产品

实行分级包装, 统一包装、统一质量标准。提高产

品 档 次 , 打 造 名 牌 , 使 我 市 的 优 质 马 铃 薯 真 正

“ 名”起来。

大同市的马铃薯产业发展 , 要以市场为导向 ,

科研为基础, 流通为关键, 加工为出路, 龙头企业

为依托, 经济效益为中心, 相互促进, 通过各方努

力, 逐步形成产供销一体化, 实现育种、脱毒、生

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紧密型经济共同体, 向集

团化经营格局发展, 为大同市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做

出积极的贡献。

·316· 中国马铃薯 , 第 20 卷 , 第 5 期 ,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