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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长期以来在全国都占有重

要地位, 尤其是种薯生产方面, 得益于黑龙江省特

殊的地理、气候条件。近年来, 我国马铃薯产业受

到空前重视 , 发展迅速 , 成为第四位主要农作物 ,

在黑龙江主要农作物中马铃薯也排在第四位, 在我

省农村种植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黑龙江省

马铃薯产业现状分析, 马铃薯在我省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

1 黑龙江省具有马铃薯生长的天然优势

1.1 气候优势

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北

部纬度较高的地区, 生长季节比较冷凉, 属于寒温

带 大 陆 性 气 候 , 全 年 高 于 10℃积 温 在 1700 ～

2100℃, 年日照时数 2400～2600 h, 无霜期 85～115

d, 降雨量在 500 mm 左右。黑龙江省气候特点适

于马铃薯生长, 且病毒性退化较慢。

1.2 地理优势

可 耕 作 土 地 面 积 大 , 全 省 可 耕 地 面 积 达 到

933.3 万 hm2, 99%适宜种植 马铃薯 , 能成 规模进

行各级种薯和商品薯生产, 同时, 黑龙江省多为平

原 , 适于机械作业 , 有利于 进行规范化 生产和管

理 , 如标准化起垄、播种、施肥、除草、施药、杀

秧和收获。

由于黑龙江省纬度高、风速大、日照长、气候

冷凉和传毒介体少等特点, 为马铃薯生产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天然优势。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马铃薯种

薯和商品薯的重要输出地, 远销全国 20 多个省市,

部分马铃薯通过边贸出口到俄罗斯、朝鲜等国, 黑

龙江省马铃薯种植面积全国排名第四位, 总产排在

第三位, 是全国久负盛名的马铃薯之乡, 如大兴安

岭、讷河、克山和绥化等地。

2 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及优势

2.1 马铃薯种植面积增长速度快

20 世纪 80 年代,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

所从加拿大引进脱毒种薯生产 技术和病毒 检测技

术, 开始了马铃薯脱毒种薯的推广应用, 由于黑龙

江特殊的环境优势和各部门对马铃薯的重视, 黑龙

江省的马铃薯种薯已经形成品牌销往全国各地。随

着种植结构的调整, 马铃薯因其投入产出比相对较

高, 种植面积稳步上升( 见表 1) , 占主要农作物总

面 积 比 率 从 1994 年 的 3.4% 发 展 到 2003 年 的

4.7%, 最高年份 2002 年为 6.2%( 见图 1) 。

2.2 马铃薯种植区域扩大到全省

过去, 马铃薯种植区域集中在少数地区, 而现

在, 几乎有耕地的地方, 就有一定规模的马铃薯生

产 , 从 2003 年全省农业普查可以看出 , 马铃薯生

产在黑龙江省遍地开花, 各地区马铃薯生产面积占

当地主要农作物面积比例都很大( 见表 2) 。

2.3 马铃薯深加工业迅速崛起

近年来, 马铃薯深加工业发展迅速, 其中有些

是国际知名的企业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在我省建厂。

目前, 据不完全统计, 已经建成和正在兴建的

大型马铃薯深加工企业 20 余家( 表 3) , 淀粉总产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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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哈尔滨 齐齐哈尔 双鸭山 大庆 佳木斯 七台河 牡丹江 黑河 绥化 大兴安岭

马铃薯种植面积 40758 133034 10205 20405 1340.8 5689 11313 23913 111346 8910

主要作物种植面积 825895 1565484 488655 209664 575811 89911 322324 954888 990250 119285

表 1 1994~2003 年黑龙江省马铃薯种植面积

年 度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马铃薯种植面积 22.2 23.5 23.7 24.2 26.8 31.6 39.5 41.2 43.3 38.8

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661.3 592.5 514.3 559.2 586.1 538.9 721.3 715.9 698.8 828.3

( 数据引自 1994～2003 年《 中国农业年鉴》)

图 1 1994～2003 年黑龙江省马铃薯种植面积占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百分比（ %）

表 2 2003 年黑龙江省各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及当地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量约 30 万 t 左右 , 主要产品有: 淀粉、颗粒全粉、

粉条粉丝等。马铃薯深加工业的兴起, 大大促进了

马铃薯各级种薯的生产, 并有力带动了原料薯的生

产, 形成完整的马铃薯产业链。

图 2 2003 年黑龙江省各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占当地主要农作物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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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黑龙江省部分马铃薯深加工企业状况

企 业 地址 产品 生产规模

黑龙江省银河精淀粉有限公司 讷河 精淀粉、变性淀粉 精淀粉 2 万 t、变性淀粉 1 万 t

黑龙江省港进粉丝有限责任公司 讷河 粉丝 0.5 万 t

鲁民粉条集团 讷河 粉丝 2.6 万 t

黑龙江省丽雪精淀粉集团 加格达奇 , 呼玛 精淀粉、粉皮、粉丝 精淀粉 4 万 t

黑龙江省沃华马铃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克山 精淀粉、粉丝 精淀粉 2 万 t

大庆碧港淀粉有限公司 林甸 精淀粉 5 万 t

黑龙江省冰山淀粉有限公司 依安 精淀粉 3 万 t

金龙淀粉总厂 依安 精淀粉、粉皮、粉丝 1.5 万 t

北大荒马铃薯薯业有限公司 克山农场 精淀粉 5 万 t

依安三信马铃薯制品有限公司 依安 精淀粉 0.5 万 t

宏达淀粉有限公司 林口 淀粉 0.25 万 t

绥化鸿远马铃薯制品有限公司 绥化 颗粒全粉 1 万 t

上好佳( 菲律宾) 哈尔滨 薯片 不详

哈尔滨 薯片 不详

哈尔滨 薯条 2 万 t

黑龙江省铃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伊春( 桃山) 薯条 0.3 万 t

黑河( 爱辉) 颗粒全粉 0.5 万 t

黑河西峰山马铃薯制粉厂 黑河( 爱辉) 精淀粉 1.5 万 t

黑龙江金绿脉马铃薯制品有限公司 庆安 精淀粉、粉条、粉丝 5 万 t

恒泰速冻马铃薯制品有限公司 北安 冷冻薯块 3 万 t

依安奈伦淀粉工业有限公司 依安 精淀粉、变性淀粉 精淀粉 5 万 t、变性淀粉 3 万 t

哈尔滨东方( 香港)

麦肯( 加拿大)

除表 3 中大、中型企业外, 各地还有数量较大

的( 约 2000 余个) 小型企业和农民小作坊加工 , 主

要产品为粉条和粉丝, 这部分马铃薯加工总产量约

占全省马铃薯深加工总产量的很少部分。

2.4 马铃薯各级种薯生产分布合理

马铃薯原原种以下各级种薯生产主要位于黑龙

江省北部气候冷凉地区, 马铃薯脱毒种苗和脱毒原

原种生产主要集中在技术力量雄厚的科研及少数繁

种单位, 马铃薯商品薯生产在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

中与种薯生产同样重要, 遍布全省。形成高级种薯

集中供应, 各级种薯优势繁育, 商品薯生产辐射全

省的科学、合理的布局。其中, 50%以上的马铃薯

种薯销往南方各省份。

2.5 马铃薯科研基础雄厚

黑龙江省有 多家马铃薯 专业科研单 位 , 培育

马铃薯品种有 21 个 , 其中 , 有 5 个 国家级品种 ,

推广应用面积占全国 40%。农业部马铃薯 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国家马铃 薯改良中心 、中国马

铃薯专业委员会和马铃薯专业期刊《 中 国马铃薯》

杂志座落黑龙江。同时 , 黑龙 江每年承担 了多项

马铃薯科研任务 , 以及马铃 薯生产新技 术培训和

国际合作与交流。

3 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种薯生产

脱毒种薯的 使用在一定 程度上显著 提高了马

铃薯生产水平 , 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 植物脱毒苗

木所引进、研发、推广基质 高密度栽 培方法、水

耕气雾法、石子水培法等多 种先进的马 铃薯原原

种生产技术 ; 规模化繁育 马铃薯种薯 的企业和个

人重视脱毒种薯的使用、先进生产 技术的应用 和

科 学 管 理 , 讷 河 、 大 兴 安 岭 等 地 推 广 大 垄 种 植 ;

·126· 中国马铃薯 , 第 20 卷 , 第 2 期 , 2006



多数大型马铃薯种薯繁育单位都有 专业人员负 责

种薯生产和田间管理。

但各地作为农村最大基数的农民仍沿袭着传统

的种植方式, 使用未脱毒的自留种, 有些甚至是已经

退化种, 而且不善于科学的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这些

成为制约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

3.2 病虫害情况

由于长距离引种和气候等条件的变化, 马铃薯

病虫害发生情况较过去复杂得多。

黑龙江省马铃薯病毒性退化速度较慢, 主要病

毒 为 PVY 和 PVS, 其 次 为 PLRV 和 PVX、 PVA、

PVM, 偶尔也可检测出其他病毒。马铃薯真菌病害

主要有晚疫病、早疫病、枯萎病和黑胫病。晚疫病

是马铃薯生产中最主要的病害, 不同年份发生情况

差异较大, 严重时使整个地块全部枯萎, 每年种薯

繁育单位都投入相当的人力和资金用于晚疫病的防

治, 但对该病害防治的有效手段很少, 晚疫病的测

报体系亟待建立。此外 , 2002 年降雨量较少 , 对

马铃薯生产危害一向不十分严重的早疫病、枯萎病

全省大流行, 给很多地区的马铃薯生产造成巨大损

失。可以看出气候条件与病害发生关系密切, 而农

民对病害的预防与控制缺乏足够的 认识与应对 策

略。马铃薯主要细菌性病害为环腐病和黑胫病, 在

苗期危害较重。

3.3 马铃薯销售中缺乏严格的检验、检疫和管理

等市场准入制度，造成种薯市场混乱

黑龙江省的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市场都很大 ,

具有非常可观的发展潜力, 但马铃薯市场处于无序

状态, 种薯调运没有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 种薯买

卖完全是买卖双方个人行为, 尤其是盲目调种, 危

害非常严重。一方面, 外引劣质种薯或假种薯的使

用给当地马铃薯生产带来新病害, 降低我省马铃薯

种薯生产质量; 另一方面, 低质量的种薯生产也直

接降低生产者经济效益。

4 建 议

4.1 加强科技培训和普及力度

虽然我国马 铃薯种植历 史较长 , 但主 要依靠

天然优势 , 对大多数农民而 言 , 科技意识 还比较

薄 弱 , 高 新 技 术 的 应 用 集 中 在 少 数 地 区 或 单 位 ,

马铃薯整体水平的提高 , 不仅 需要引进、推 广外

省、外国先进的生产栽培、质量 检测和病虫 害防

治等技术, 还需要将已有的先进技术在全省推广、

普及 , 做到以点带面 , 有 重点、有中心 , 阶段性

落实 , 辐射全省地进行各项技 术推广、普 及的示

范与培训。

4.2 利用现有机构设置，培养地方检测力量，扩

大检测区域，建立和完善马铃薯检测体系

马铃薯质量 检测是从播 种开始 , 包括 田间检

测、收获后检测 , 一直到仓储 检测的贯穿 整个马

铃薯生产过程的重要内容 , 目 前全国有 能力执行

此项任务的只有少数几家 单位 , 专业的 田检人员

数 量 非 常 有 限 , 黑 龙 江 省 马 铃 薯 种 植 面 积 很 大 ,

但有能力承担质量检测的只有农业 部脱毒马铃 薯

种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哈 尔滨) , 如每块 马

铃薯种薯田的质量检测完全依 赖质检中心 来做是

不可能的。

各地设有农技推广中心, 有对地方农业生产进

行监督指导的职能, 应该利用他们现有的条件建立

地方马铃薯质量监督检验站, 通过技术培训培养一

批专业的检测人员, 完成田间检测和仓储检测, 上

一级检测中心定期抽检地方检测员的工作情况, 而

对技术、设备等要求较高的实验室检测, 可由地方

检测员报送部级检测中心, 并由检测中心出具正规

检验报告。

4.3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马铃薯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马铃薯产业的良

好发展涉及生产栽培、质量检测、病害防治和市场

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密切配合。由于我国马铃薯生产

与市场长期处于无序状态,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

保障实施 , 没有市场的强制管理 , 任何好的生产、

病害防治技术与检测体系在实际中都得不到很好地

落实, 只有依靠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 才能

使先进的马铃薯生产栽培技术、完善的质量检测体

系等在生产中发挥最大作用, 建立健康有序的马铃

薯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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