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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马铃薯年播种面积近 6.7 万 hm2，种植

面积仅次于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其中露地面

积 6 万 hm2，保护地面积 0.67 万 hm2。露地种植部

分广泛分布于全省各地，保护地种植部分分布以沈

阳等大中城市近郊居多，用途主要是为城乡居民提

供反季蔬菜。

马铃薯品种构成以二季作早熟品种为主，主要

类型为鲜食型，作为秋菜的上茬种植。近年来也有

采用极早熟品种在水稻插秧前进行地膜覆盖的种植

形式。目前我省马铃薯栽培品种有早大白、费乌瑞

它、尤金、东农 303、黄麻子、克新系列等。其中

早大白面积为 3.3 万 hm2，约占总面积的 50%。

辽宁省马铃薯产量在 1 500~2 000 kg·667 m- 2，

单产相对较低。种薯来源以农户自留和农户之间调

剂为主，占 50%以上，其它部分由种薯经营单位

和个体业户提供，优良种薯占有率很低。

辽宁省专门从事马铃薯育种及种薯生产经营的

单位仅本溪市马铃薯研究所一家，从事优良种薯经

营的企业更少，经营数量极其有限，更没有形成商

品薯经营或加工企业，应该说我省马铃薯生产水平

很低。

1 辽宁省马铃薯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整个产业基础较差，产业化水平低

辽宁省从事马铃薯科研育种的单位仅本溪市马

铃薯研究所一家，存在规模小，人才、资金缺乏等

困难，无论是育种还是推广的力度都很有限。另有

少数几个从事马铃薯经营的企业及外省马铃薯种薯

企业或科研单位在我省的分支机构，年经营量均不

足 500 万 kg。由于现有供给规模小，成本高，又

限制了优良种薯的推广应用。由于缺少马铃薯种薯

生产经营的龙头企业，严重限制了我省马铃薯产业

发展。

1.2 品种单一，更新速度慢

目前辽宁省马铃薯品种主要是以早大白为主，

接近马铃薯种植总面积的 50%。早大白 1992 年经

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至今已应

用 13 年，同一品种长时间使用，难免出现种性退

化，而替代品种还未出现，极易给农业生产造成严

重影响。品种单一另一表现是至今我省还没有适合

加工的马铃薯新品种 ，甚至从事这方面研究很少。

由于缺少高产、优质、高效的新品种,导致马铃薯

品种更新速度缓慢，影响了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1.3 种薯质量差影响马铃薯作物比较优势的发挥

辽宁省马铃薯年用种量约为 1.5 亿 kg，而经营

企业每年提供的种薯仅 5250 万 kg，约占 35%，其

余部分来自经营业户或农户自留，种薯质量较差。

国家规定二级种薯病毒感染株率不超过 2%，而实

际应用种薯病毒感染率多在 10%左右，有的甚至

达到了 30%。试验表明，合格种薯产量在 2 500

kg·667 m- 2 左右 ， 而 实 际 应 用 的 种 薯 单 产 仅 有

1 500 kg·667 m- 2 左右，而且薯块质量较差，影响

了马铃薯产量优势的发挥，农民收入降低。

1.4 种薯经营渠道混乱，市场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辽宁省的种薯市场，除了部分合法的经营企业

外，还有相当数量非法业户，他们无种子经营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无固定经营场所，以各种手段应付

执法者。他们经销的种薯多为外地商品薯，质量无

保证，丰产性不高，导致薯农选用优良种薯积极性

不高。由于劣质种薯扰乱了种薯市场价格，致使优

质种薯推广难度加大，影响了种薯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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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对措施

2.1 增加投入，促进马铃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支持现有科研单位或企业，培养和引进人

才，引进品种资源，加强科研及生产体系基础建设。

种薯生产经营单位要通过提高自身管理和服务水平，

为社会提供质量优、数量足、价格廉的种薯，不断

壮大、发展自已，使辽宁省马铃薯生产进入良性循

环。“十五”期间，国家投资建设“辽宁薯类作物脱毒

种苗快繁中心”项目的实施，将加快马铃薯良种在我

省的大面积应用。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搞好项目

建设，力争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种薯，并发挥中

心的牵动作用，为辽宁薯业产业化发展做出贡献。

2.2 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加快我省马铃薯生产产

业化进程

龙头企业是技术、成果及管理的载体，产业的

发展最终由企业的生产水平来体现。我们要通过支

持龙头企业，通过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使企

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

企业通过品种、技术人才的引进，加强马铃薯新品

种的研究及开发，不断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新产品。

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加快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建

设，进而拓宽经营领域，使辽宁省加工型马铃薯也

得到发展，把辽宁省马铃薯生产提高到新水平。

2.3 加强资金、技术引进，搞好与省外、国外企

业的联合

针对辽宁省马铃薯产业基础差，发展速度慢的

实际，我们要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马铃薯科研育种单

位、企业之间的联合。通过合作，引进资金、技术、

品种，促进我省马铃薯科研与生产的发展。近年来，

一些外资企业正在尝试加工型马铃薯在我国的品种

选育、生产和加工，我省具有地理位置优势，我们

应抓住机遇，促进辽宁省马铃薯产业发展。

2.4 推进种薯标准化生产，提高种薯质量

种薯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马铃薯种薯生产

技术规程，实行脱毒苗—原原种—原种—良种的生

产模式，保证种薯质量，充分发挥优良品种的特

性，提高薯农选用优质种薯积极性。

2.5 推广先进栽培技术，增加薯农收入

积极引进、推广国内外马铃薯生产先进技术，

如宽垄高培土法、水田区薯稻复种法、增施有机肥

等，提高单产，增加收入。

2.6 加强种薯市场管理，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由于现在种薯市场尚处在建立初期，经营者经

营规模小，质量意识、信誉意识差，非常有必要加

强种薯市场监管，以规范经营者行为，使之做到依

法经营，诚实守信，增强质量意识。

种子法及相关农业部法规规定，马铃薯属主要

农作物，其种子的生产和经营均实行许可证制度；

种子销售时应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特定图案及文字说

明（标签）。我们要从种薯市场的市场准入和标签标

识管理方面入手，依法对种薯市场进行规范和治

理，以创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促进我省种薯市

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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