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发 展 马 铃 薯 产 业 的 思 考

吴秋云，汤 浩，蔡南通，邱永祥，李光星，罗文彬

（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所，福建 福州 350013 ）

中图分类号：S5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 3635（2005）05- 0315- 02

收稿日期：2005- 07- 04

作者简介： 吴秋云（1972-），女，硕士，主要从事马铃薯和甘

薯育种及生物技术研究工作。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地区，靠近北回归线，属

亚热带气候，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少酷暑，年

平均气温 17~21℃，雨量充沛，平均降雨量 1 400~

2000 mm，全省大部地区为山地、丘陵，仅东南沿

海一带地区为平原，因此，发展马铃薯具有独特的

地理气候优势。

福建省种植马铃薯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是我

国最早种植马铃薯的地区。近年来，随着福建省农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及马铃薯效益的不断提高，全省

种植马铃薯的面积正在逐年增加，马铃薯在春粮作

物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马铃薯用

途从传统的粮菜兼用向休闲食品、工业淀粉、生物

医药等多用途的转变，对马铃薯的需求不断扩大，

因此加快发展马铃薯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

1 福建发展马铃薯生产的优势

福建省马铃薯属南方秋冬春三作区，主要是秋

冬种植，是南方马铃薯冬种的优势区和主产区，近

年来，全省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到 2004 年已达到

12 万 hm2，在粮食作物中居第三位，仅次于水稻、

甘薯。福建省发展马铃薯生产具有自身特殊的优

势。

1.1 季节优势

福建省马铃薯种植是在秋冬季节，该季节福建

省的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有霜期短，

适合马铃薯生长。而且是利用秋冬闲地，不与水稻

甘薯等作物争地。马铃薯收获为冬春季节，与北方

马铃薯主产区的收获季节相隔较远，正值全国马铃

薯鲜薯供应的淡季，同时也是春季蔬菜供应的淡

季，作为新鲜时令蔬菜，此时上市的新鲜马铃薯具

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而对于马铃薯加工原料要求较

严的企业而言，却解决了因原料贮藏时间长导致品

质下降的问题，因此福建省发展马铃薯生产具有较

好的季节优势。

1.2 区位优势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历来商贸往来活跃，对

外界的市场需求反应快，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省内

及全国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更是为商贸往来提供

了极大便利，收获的新鲜优质马铃薯产品能够在短

短的几天时间之内到达上海、北京等省市及东南沿

海的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3 产后加工优势

近些年来，福建省沿海的泉州、厦门、漳州

等地马铃薯食品加工的企业发展很快，初步计算

已有 10 多家，这些企业对马铃薯原料的需求至

少达每日 20 t 以上。此外，省外的一些食品加工

企业如上海上好佳公司、北京辛普劳公司等大型

的马铃薯加工企业也在我省建有马铃薯原料基

地。这些马铃薯加工企业对马铃薯的需求量都相

当可观。

2 福建省马铃薯的生产科研情况

随着马铃薯效益的提高，农民的积极性逐年上

涨，种植马铃薯已成为福建省广大农村农民致富奔

小康的途径。与马铃薯生产不断发展的形势相比，

我省马铃薯生产及科研中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栽培品种老化、类型单一

福建省生产中栽培的几个马铃薯品种如克新 3

号、克新 1 号、德友 1 号等占全省栽培面积的一

半。这些品种已栽培多年，种性退化，且薯块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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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品质低，商品性差，经济效益也较差。同时，

福建省种植的马铃薯品种类型少，一般为粮菜兼用

品种，专用型的加工用品种少，只有大西洋、费乌

瑞它等几个适合加工的专用型品种，且种植面积不

大。因此，福建省的马铃薯品种有待进行大量更

新，以满足不同用途对专用型品种的需要。

2.2 栽培管理粗放、技术落后

虽然有关单位进行过一些马铃薯高产配套栽培

技术的推广与利用研究，有些地方也对农民组织过

栽培技术培训（如在较发达的闽南沿海地区进行过

技术培训），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推广普及

力度远远不够，尤其是在闽东北地区的马铃薯种植

区，农民接受到的相关知识还很少，广大农民在栽

培管理中还是采用过去的方式，如自己留种、低密

度种植、少施肥或不施肥、不及时进行病虫害防治

及一些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还很严重，这些问题

制约了马铃薯增产潜力的发挥。

2.3 种薯来源混杂、脱毒不够

由于福建省自己生产的马铃薯脱毒种薯数量

少，远不够生产上所需的数量，大量的生产用脱

毒种薯是从北方调种，不同种植区调进的脱毒种

薯来源不同，脱毒种薯的质量不同，品种也各

异，因此致使福建省的马铃薯生产用种薯局面混

乱，甚至出现农民花钱却买不到好种薯的事情发

生。

2.4 产销体系不够健全

虽然福建省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马铃薯加工企

业对马铃薯数量需求日益增大，但由于生产和销售

体系不够健全，许多地方生产的马铃薯还没能够销

售给这些大型的加工企业，农民生产的马铃薯还是

处在自产自销状态，从而严重影响了马铃薯经济效

益的提高。

2.5 科研经费投入不够

福建省马铃薯科研经费投入与其它的粮食作物

相比较少，立项都是时断时续，没有长期大量的经

费支持，致使马铃薯的研究没有得到很好的连续，

因而影响了福建省马铃薯新品种的选育及相关技术

的研究。

3 福建省马铃薯生产应解决的问题

随着福建省马铃薯生产形式的发展，马铃薯生

产要得到良好的发展，必须先解决生产及科研中存

在的以下问题。

3.1 品种的更新

随着市场上对不同类型马铃薯品种的需求，应

大力引进优质、高产、商品性好的品种进行推广种

植，以取代过去的老品种。经过多年的引种示范，

有些专用型马铃薯品种如大西洋、费乌瑞它、紫花

851 等品种适合在福建省大部分马铃薯生产区种

植，应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品种的推广。

3.2 制定品种的配套栽培技术

良种须配良法，不同的品种栽培特性不同，对

适合福建省栽培的品种首先要进行配套栽培技术研

究，制定出相应的高产栽培技术，并将相应的配套

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种植马铃薯的农民。

3.3 利用脱毒马铃薯作种薯

病毒病是造成马铃薯种性退化，导致生产上

大量减产的主要原因。为了使马铃薯品种的优良

种性得到较好的发挥，生产中须以脱毒马铃薯作

种薯。因此福建省的马铃薯生产若要得以规范良

好的发展，解决当前大量从外省调运脱毒种薯的

局面极为重要，这需要福建省建立自己的马铃薯

脱毒种薯繁育基地，为全省的马铃薯生产用种提

供保证。

3.4 产销一体化的建立

良好的销售是促进马铃薯产业顺利发展的动

力，开展订单农业，出口农业，保证农民种植的利

益，这样能使农民种植有计划，增加农民的经济效

益，进而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对合作的企业来

讲，既能够保证原料的充足供应，还能降低因长途

调运原料带来的高成本问题。因此建立产销一体化

体系对发展福建省马铃薯生产和马铃薯加工产业都

是极为有利的事。

3.5 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

开展马铃薯研究是马铃薯作物发展的基础，

只有育种科研水平跟上，生产种植水平才能相应

提高。福建省马铃薯生产需要发展壮大，必须引

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改变过去立项时断时续的局

面，不断加大对马铃薯科研经费的投入使用，并

建立专门的马铃薯研究机构，使马铃薯作物的科

研工作能够长期进展下去，最终促进马铃薯生产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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