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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的马铃薯肉色基本上是黄色或白色, 近

几年来, 其它肉色( 如紫色、红色、蓝色等) 的马铃

薯的研究成为世界性的研究焦点; 对彩色马铃薯在

天然色素利用和抗肿瘤活性研究等也已经成为欧、

美、日发达国家的研究热点。现在彩色马铃薯作为

功能食品的概念被美国人所接受, 彩色马铃薯的研

究、生产、经营开始在美国流行。

在中国 , 随着 社会的发展 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

提高 , 彩色马铃薯开始逐渐 的为人们所 认识 , 彩

色马铃薯成为功能食品的概念也会逐 渐被人们所

接受 , 发展彩色马铃薯产业也是我们 发展中国 家

的趋势。

1 云南省发展彩色马铃薯的优势

1.1 作物优势

彩色马铃薯是一种、分布广泛、容易栽培、具

备多功能用途的农作物。

( 1) 色彩鲜艳: 彩色马铃薯的薯皮有黑皮、紫

皮、红皮、粉皮 ; 薯肉的颜 色有紫肉 、红肉、蓝

肉、花斑状肉等。

( 2) 营养丰富、风味独特、以食代药: 彩色马

铃薯除了含有普通马铃薯所具有的淀粉、蛋白质、

多种微量元素和少量的脂肪外, 薯肉中还含丰富的

天然色素。美国科学家 Reyes L F 等的研究表明 ,

部分彩色马铃薯品种的花青素色素提取物较葡萄、

紫胡萝卜等的提取物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抗氧化性 ,

并能获得较高的花青素色素产量。美国研究局遗传

学家查尔斯·布朗证明 , 色素在人的饮食中起到抗

氧化剂的作用, 食用彩色马铃薯, 具有诱发食欲和

一定的食疗作用。

( 3) 出口创汇、充实观光农业: 彩色马铃薯具

有诸多的特点, 可包装加工成特色食品, 提升商品

价值, 出口创汇; 也可和其他彩色蔬菜种植在农业

示范园, 发展旅游观光农业。

1.2 气候和资源优势

云南地域辽 阔 , 是高原山 区省份 , 其生 态环

境、气候条件适宜彩色马铃薯 的生长。对于 马铃

薯, 云南具有悠久的引种和栽培历史。云南在长期

的彩色马铃薯栽培中 , 根据高原特殊的立体气候 ,

有效地利用了各地的热量 、降雨、光照等 气候资

源, 使云南成为周年生产彩色马铃薯的省份。

长期以来, 在云南各地均有许多彩色马铃薯的

地方品种, 为彩色马铃薯的研究利用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材料。如: 邱北紫芋、小乌洋芋、转心乌、东

川马脚杆、新平大开门、永胜紫洋芋、鹤庆红等。

这些农家品种虽然具有许多缺点, 但块茎对光不敏

感, 不易变绿, 块茎内不易形成对人体有害的龙葵

素, 耐贮藏且食味很好。

1.3 技术优势

2000 年 ,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开发

中心首次开展彩色肉质马铃薯新品种的改良、选育

工作。目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开发中

心在彩色肉质马铃薯新品种的选育研究中处于领先

水平。到 2004 年已经初步选育出 200 多份优质彩

色肉质马铃薯新品系。新品系在抗病性、产量、薯

形、芽眼等方面均优于云南各地的农家特色品种 ,

肉色从红到紫、由浅至深均有, 一批优良品系已经

进入中试、开发阶段。

1.4 种植市场优势

马铃薯是云南省的主要农产品之一 ,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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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均占有量为 150 kg 左右 , 食用约占 1/3 左右 ,

全省每年食用消费约为 200 万 t 左右, 如果彩色马

铃薯占 1%, 每年仅云南省就需要彩色马铃薯 2 万

t, 全国彩色马铃薯的需求应在 50 万 t 以上。彩色

马铃薯的最大卖点是有机、绿色和保健。彩色马铃

薯具有色彩鲜艳、品质优良、保健功能突出、产量

较低、价格高的特点, 使之成为马铃薯中的高档产

品, 能满足城市中高收入居民和追求时尚的年轻人

的需要, 特别适合分级包装、超市销售, 有较高的

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 也可作为特色产品出口销

售到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 部分地区将一些彩色

马铃薯的地方品种作为天然特色食品进行开发, 如

会泽县开发小乌洋芋, 宣威开发转心乌洋芋, 邱北

县开发邱北紫芋, 产品远销至上海等地, 彩色马铃

薯的开发呈现出了良好的市场前景。

1.5 深加工优势

( 1) 色素提取: 马铃薯的肉色呈红色或紫色是

薯肉中含有花青素所致。花青素色素是多酚类天然

色素混合物, 是一种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有色物

质, 被认为是食品工业中合成染色剂。目前, 对彩

色肉质马铃薯在天然色素利用和抗肿瘤活性研究等

已经成为欧、美、日发达国家的研究热点。

( 2) 彩色薯片、薯条、薯泥的加工: 马铃薯油

炸行业( 炸片、炸条) 在高温油炸中产生的少量致癌

物质让人们忧心忡忡。将彩色肉质的优质马铃薯作

为抗氧化的添加剂与其他马铃薯一起油炸加工, 既

可抑制致癌物质的产生, 又可丰富产品类型, 提高

产品质量( 优质的彩色肉质马铃薯经高温油炸后仍

可保持原有的天然色彩) , 彩色薯片、薯条、薯泥

等各种天然马铃薯特色产品的开发, 是彩色马铃薯

深加工业中重要的一项研究任务。

2 彩色马铃薯产业现状及开发前景

目前, 云南彩色马铃薯的新品种选育处在全国

领先水平, 但开发利用却处在没有政府调控、农民

自发的初级阶段; 传统的彩色马铃薯地方品种农艺

性状差, 薯形差, 产量低, 芽眼深, 专用型的彩色

马铃薯新品种就更少了, 较低的产量和较差的农艺

性状限制了彩色马铃薯产业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彩

色马铃薯深加工的潜力尚待挖掘, 产业化综合服务

体系弱, 市场竞争力不强, 成为限制产品进一步开

发的主要因素。

2.1 产业发展方向

云南省发展彩色马铃薯产业要以销定产, 循序

渐进, 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马铃薯

研究开发中心为技术依托和技术龙头。建设以滇中

为主的菜用和薯条、薯片加工的原料基地; 以昆明

市、玉溪市、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主, 围绕薯条、薯

片等加工企业, 建立菜用型品种生产基地; 建设以

滇东北、滇西北为中心的优质种薯生产基地; 以大

理白族自治州北部、丽江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主, 建立面向国内外优质种薯和

加工原料生产基地; 建设以滇南、滇东南等地州为

主的菜用、反季加工原料生产加工型基地。

大力培养专业种植户,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高

新农业技术, 不断优化新品种的种植结构, 把好种

源关, 加快彩色马铃薯的基地建设, 为加工企业和

广大客户提供优良的货源, 延长产业链, 使彩色马

铃薯产品增值 , 逐步实 现良种化 、规模化、系列

化、产销一体化的产业新格局。利用云南省的立体

气候条件, 四季生产、周年供应彩色马铃薯, 加强

贮藏加工技术的研究, 同时也要注意彩色马铃薯食

用价值的研究及宣传。

2.2 市场的开发前景

优质彩色马铃薯的市场开发前景广阔, 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

( 1) 色素提取: 紫色、红色、黑色马铃薯中花

青素含量丰富, 可作为提取花青素的原料。

( 2) 特色开发: 由于本身含有抗氧化成分 , 因

此经高温 油炸后的彩 色 薯 片 ,仍 保 持 着 天 然 颜 色 ,

另外, 紫色马铃薯对光不敏感, 油炸薯片可长时间

保持原色。

( 3) 高档蔬菜: 紫色、红色马铃薯一上市就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 新疆星级宾馆、大酒店纷纷订购

这种马铃薯 , 既作配菜 , 又作为特 色菜肴吸 引顾

客。

云南农科院培育出既可用于提取花青素原料 ,

也可开发为特色食品的高产优质彩 色马铃薯新 品

种, 在全国市场上都是一个空白, 利用云南省自身

科技优势和自然生物资源优势生产出这种独特的具

有很大市场潜力的科技新产品, 对于昆明成为未来

的彩色马铃薯之乡 , 将云 南省彩色马 铃薯推向全

国 , 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 丰富全国人民的菜篮子 ,

从而促进云南省彩色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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