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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是全国马铃薯商品薯、种薯繁育基

地之一, 发展马铃薯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

年播种面积已由 2001 年的 5.3 万 hm2 增加到 2005

年 7 万 hm2, 精淀粉加工 能力由 2001 年 2 万 t 增

加到 2005 年 7 万 t, 产业链基 本形成。如何 适应

市场经济的需求, 抓住机遇, 发挥优势把马铃薯产

业做大、做精、做强, 提高市场竞争力, 是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关键。

1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生产现状

在呼伦贝尔市, 马铃薯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

侧的阿荣旗和扎兰屯市( 简称岭东) , 其中阿荣旗年

播 种 面 积 在 4.3 万 hm2 左 右 , 所 占 比 例 在 65%左

右 ; 扎 兰 屯 年 播 种 面 积 1.5 万 hm2 左 右 , 约 占

22%; 岭北( 海拉尔、牙克石) 地区年播种面积 0.5

万 hm2 左右 , 约占总面积的 8%; 其余地区年播种

面积 0.3 万 hm2 左右, 约占总面积的 5%。

呼伦贝尔市各地马铃薯单产差异较大, 最高达

45 t·hm- 2, 最 低 7.5 t·hm- 2, 全 市 历 年 平 均 单 产

17 t·hm- 2。大致是岭北地区的产量高于岭东地区。

生产中应用的马铃薯品种主要有: 大西洋、费

乌瑞它、克新 1 号、早大白、303、花 525、大深

坑、黄南胶, 还有呼伦贝尔市农研所近年新引进培

育的高淀粉品种呼 H99 系列等品种。

其中大西洋、费乌瑞它、克新 1 号、主要分布

在海拉尔和牙克石岭北地区, 早大白、花五二五主

要分布在牙克石市的博克图、亚鲁、沟口地区, 大

深坑主要分布阿荣旗 , 黄南胶、呼 H99 系列主要

分布扎兰屯。各地区主栽品种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

马铃薯产业情况 , 岭 北地区包括 牙克石市的 博克

图、亚鲁、沟口等地以外销种薯为主; 岭东其它地

区以加工为主。目前在生产中大面积应用的高淀粉

马铃薯品种( 淀粉含量大于 18%) 不到 1%。

2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生产发展面临的机遇

2.1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政策的制定给马铃薯

生产增加了活力

在“ 十五”期间呼伦贝尔市就将马铃薯产业作为

八大支柱产业之一来扶持, 使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

业得到了 快速发展。年 播种面积 由 2001 年 的 5.3

万 hm2 增加到 2005 年 7 万 hm2, 精淀粉加工能力

由 2001 年 2 万 t 增加到 2005 年 7 万 t。

与此同时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科研及脱毒种薯繁

育体系建设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呼伦贝尔市农

研所近几年先后培育出高淀粉新品种内薯 7、蒙薯

9、蒙薯 10、蒙薯 12, 淀粉含量在 18%~24%之间。

引进 10 余个高淀粉新品种 , 经试验筛选 , 有 5 个

能在呼伦贝尔市应用 , 其淀粉 含量最高 26%, 最

低 21%, 且产量、商品率、抗性都 较为理想。经

过多年探索呼伦贝尔市农研所找到一些加快脱毒快

繁速度, 降低脱毒种薯( 微薯) 生产成本的好方法。

位于大雁的呼伦贝尔市鹤声薯业近年也快速成长起

来, 具有很强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能力, 目前正

和呼伦贝尔市农研所合作共同推动本市脱毒种薯繁

育体系的发展壮大。

2.2 国内马铃薯栽培面积的逐年增加带动种薯市

场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马铃薯栽培面积不断增加, 种

薯市场需求也不断加大。目前我国马铃薯年栽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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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490 万 hm2, 按用种量 1.8 t·hm- 2 计算 , 年需

各级种薯 850 万 t 左右 , 按 15~20 t·hm- 2 种薯单产

计 算 则 中 国 需 要 40~60 万 hm2 左 右 各 级 种 薯 田 。

如 果 按 一 半 面 积 使 用 合 格 种 薯 则 中 国 需 要 20~30

万 hm2 的合格种薯田 , 需要原种 2~3 万 hm2, 需原

原种( 微薯) 2 000 hm2, 需微型薯 1.5~1.8 亿粒( 7.5~

9 万 t·hm- 2) 。

呼伦贝尔市位于北纬 47~53°之间 , 气候冷凉、

土质肥沃, 蚜虫繁殖代数少, 马铃薯退化慢, 是国

内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繁育基地之一。每年有大量

的种薯和商品薯调往全国各地。如果我们能够充分

利用这一地域优势, 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更大

的国内种薯市场份额, 对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生产会

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2.3 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将带动马铃薯的生产

2.3.1 马铃薯淀粉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目前我国精淀粉需求量每年在 35~40 万 t, 并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我国目前马铃薯精淀粉产

量只有 18 万 t,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2.3.2 马铃薯休闲食品的消费量增大

据统计目前我国生产炸薯条原料仅能满足北京

市场的 50%, 其余的全部需要进口。我国人 均消

费油炸马铃薯片等马铃薯休闲类食品与发达国家的

人均消费差距为几十倍。据专家估计 , 到 2010 年

我国把马铃薯作为方便食品的人数将达到总人口的

10%左右。相当于德、荷、英、法和丹麦五国的消

费量。据百事公司、麦当劳、麦康因等预测, 2010

年我国将有 5 000~10 000 家快餐连锁店 , 需要大量

马铃薯及制品原料。

3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生产存在的问题

3.1 种薯严重退化 产量低

除气候、土壤、水肥管理等自然和栽培条件影

响产量外, 与脱毒种薯比较, 种薯退化是造成马铃

薯低产的主要原因。据初步统计全市脱毒种薯利用

尚不到总量的 10%。2005 年秋通过对呼伦贝尔市

几个乡镇马铃薯产量调查说明, 凡是高产的地方用

的基本上是脱毒种薯。脱毒种薯应用比例岭北地区

较高, 扎兰屯其次, 阿荣旗最低。其原因大致为岭

北地区包括牙克石市的博克图、亚鲁、沟口等地以

外销种薯为主。最初薯农只能根据外地调薯客商的

要求, 使用和繁殖脱毒种薯, 通过使用认识到其中

的优势, 已逐渐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应用。岭东其它

地区所产马铃薯绝大部分用来加工和自用, 由于和

外界联系少, 对脱毒种薯认识不够甚至由于脱毒种

薯价格高还有排斥情绪, 脱毒种薯推广难, 栽培面

积小。

3.2 淀粉加工专用（ 高淀粉）品种少、应用面积小、

推广难

目前全市马铃薯加工业蓬勃发展, 对高淀粉马

铃薯品种的需求很迫切, 但脱毒高淀粉马铃薯应用

面积却很小, 主要原因之一是前些年推广应用的一

些脱毒高淀粉马铃薯品种成本较高, 本身又存在一

些缺陷, 在生产应用中被自然淘汰。农民在淘汰这

些品种的过程中形成了对高淀粉马铃薯的一种错误

认识, 即凡是高淀粉马铃薯都是晚熟、薯块碎小、

产量低。给新出现的一些综合表现好、非常适合生

产应用的高淀粉马铃薯的推广带来了困难。其次是

淀粉厂对高淀粉马铃薯品种的收购未能体现优质优

价, 挫伤了农户种植的积极性。两者综合的结果使

高淀粉马铃薯推广未能跟上马铃薯加工业快速发展

的脚步。

3.3 种薯市场经营混乱，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脱毒种薯繁育已有较大发展, 但是脱毒

种薯还没有统一质量标准, 缺乏健全的质量控制体

系。一些商贩为争眼前利益以次充好, 严重影响呼

伦贝尔市在全国种薯市场的声誉和地位。

4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生产发展策略

4.1 马铃薯生产合理区划

以大兴安岭为界, 岭北地区包括牙克石市的博

克图、亚鲁、沟口等地重点发展外销种薯。积极主

动地开发国内种薯市场, 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因

为这些地区海拔相对较 高 , 气候冷凉 , 隔离条件

好, 土地平坦面积较大适合机械化耕作, 农户有外

销种薯的经验和基础, 素质较高, 对脱毒种薯有比

较深刻认识。在这一地区发展外销种薯容易形成市

场, 形成规模, 便于管理。

岭东地区以重点生产加工品种为主, 满足本地

加工的需要。这一地区积温较高, 比较适合熟期较

晚的高淀粉品种种植, 还有较强的加工实力。有大

型精淀粉加工厂 4 家 , 年生产能力 6 万 t, 粗淀粉

加工作坊 1 600 多家。每年可转化大量鲜薯。这一

地区农民的土地较少便于精耕细作, 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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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方法就是农产品加工转化, 而马铃薯又是比较

容易加工转化的作物, 所以成了农民的首选。在这

一地区发展加工品种有非常好的基础。

4.2 加大马铃薯科研投入，加速选育加工专用品

种

呼伦贝尔市农研所近几年虽然培育出一批综合

性状较好的淀粉加工专用品种, 但在炸条、炸片品

种以及特种食味品种的选择上还是空白。而随着马

铃薯休闲食品的消费增加和快餐连锁店在中国的增

多, 对这类加工品种的需求逐年加大。目前我国市

场应用的这类品种基本全是国外品种, 因此加大科

研投入自主创新选育适合呼伦贝尔市地区的加工专

用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 也是当务之急。

4.3 加快淀粉加工专用马铃薯品种的推广力度

呼伦贝尔市 马铃薯淀粉 加工能力可 年产精淀

粉 7 万 t, 而近几年的实际产量不足设计产量的十

分之一 , 主要原因就是合格 原料不足 。目前全市

淀粉加工企业还没有专用马铃薯生产 基地 , 而且

也没有马铃薯原料长期稳定供应基 地 , 原料收购

十分混杂 , 即收到什么原料就加工 什么原料。多

数原料淀粉含量低、品质不高给加 工企业增加 负

担而且也影响产品质量。如果原 料充足呼伦 贝尔

市可年产精淀粉 7 万 t, 按目前使用的淀粉含量一

般在 9%~12%左 右的马铃薯 品种计算 , 需 要 消 耗

鲜薯 75 万 t 左右。如果用 21%的高淀粉品种作原

料生产 7 万 t 精 淀粉 , 只需消 耗鲜薯 35 万 t, 节

省原料 40 万 t。可以节省 1.2 亿元资金 还能减轻

环保、仓储压力。所以如果呼伦 贝尔市马铃 薯淀

粉加工业发展想有一个新局 面 , 就必须重 视高淀

粉马铃薯种薯产业的发展。

4.4 壮大龙头企业、建立科研+企业+农户的科学

机制

马铃薯生产是马铃薯产业的前提和基础, 而马

铃薯加工企业又是马铃薯生产的保障。必须壮大本

地的龙头企业, 降低马铃薯生产风险, 协调好企业

与科研单位的关系, 企业与农户的关系, 保证农户

订单生产, 企业合同收购, 建立科学合理长期稳定

的合作机制。科研单位有品种有技术, 与企业联合

建立种薯基地; 企业与农户联合建立原料薯基地。

科研单位可以为企业和农户提供技术, 企业拿一部

分加工利润用提高价格( 优质优价) 的 方式分给农

户, 来提高马铃薯生产的市场竞争力, 增强农户种

植信心。企业再拿一部分加工利润给科研单位, 来

不断加强科研单位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服务。

4.5 建立健全脱毒种薯繁育体系，提高脱毒种薯

生产能力和推广力度

据专家估计马铃薯理论产量 120 t·hm- 2, 呼伦

贝尔市历年马铃薯平均单产为 17 t·hm- 2, 只要 把

现有品种产量潜力发挥 30%就可以达到 34 t·hm- 2,

而用脱毒 种薯能提 高产量 30%~60%, 甚 至 数 倍 。

所以建立健全脱毒种薯繁育体系, 提高脱毒种薯生

产能力和推广力度是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生产的关键

环节。

4.6 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和监管体系，规范种薯

市场

种薯生产和销售应做到有法可依, 以质量求生

存。要通过精心打造呼伦贝尔市种薯品牌来扩大产

业基础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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