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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我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 常年种植面

积30多万 hm2, 马铃薯产量近 500 万 t。“九·五”以

来,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把

它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

径加以培植, 并提出使其成为云南省国民经济的又

一重要支柱产业。根据云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总体

规划, 把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定为滇

西北淀粉、薯条薯片加工和优质种薯生产区。丽江

市作为滇西北的马铃薯核心主产区, 结合全市马铃

薯生产现状和发展前景, 充分发挥优势, 把丽江建

成优质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必将有力促进滇西北乃

至全省马铃薯产业的进一步大发展。

1 丽江市马铃薯生产情况

丽江市位于 云南省西北 部 , 辖古城区 、玉龙

县、永胜县、宁蒗县、华坪县共一区四县 69 个乡

镇 , 国土面积 2.06 万 km2, 2002 年末 , 全市有耕

地 面 积 9.86 万 hm2, 粮 食 总 产 35.8 万 t, 总 人 口

111.2 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97.8 万人 , 农民人均纯

收入1112 元。

丽江市地形 地貌复杂 , 山 高坡陡 , 山区 面积

大 , 气候冷凉, 适宜于马铃薯生长。全市马铃薯常

年种植面积 1.33 万 hm2, 占滇西北 地区马 铃 薯 种

植面积的42.6%, 最高年份达 1.73 万 hm2, 是继玉

米、小麦、水稻之后的第四大作物。每 667 m2 马

铃薯鲜薯产750~800 kg, 主要分布在宁蒗县、玉龙

县、永胜县和古城区的山区和高寒山区, 而且绝大

多数是贫困山区。在全市 69 个乡镇中, 有 39 个贫

困乡镇 , 种植马铃薯面积在333.3 hm2 以上的有17

个乡( 镇) , 667 hm2 以上的有 4 个乡( 镇) , 种植面

积达1.01 万 hm2, 占全 市马铃薯种 植面积的75%,

马铃薯既是山区人民的主要口粮 , 也是牲畜饲料 ,

蔬菜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 , 发展马铃薯生产 ,

对于解决山区人民的温饱, 增加农村经济收入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全市马铃薯主产区, 除个

别乡镇外 , 优质马铃薯良种普及率低 , 耕作粗放 ,

单产低而不稳的状况依然存在; 全市至今无一成规

模的马铃薯加工企业 , 导致全 市马铃薯 商品率极

低 , 对当地农民增收起不到很好作用。

结合全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及我市个别乡镇

近几年以优质马铃薯种薯繁育为主的发展路子, 是

我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较好途径, 同时具有较强的

发展优势及市场前景, 做强做优丽江市优质马铃薯

种薯产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2 优质马铃薯种薯繁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种薯繁育现状

丽江市玉龙县太安乡是集马铃薯新品种选育、

优质种薯繁育及丰产栽培示范为一体的典型马铃薯

生 产 大 乡 。 太 安 乡 离 丽 江 市 区27 km, 平 均 海 拔

2 700 m, 全乡总人口 8 773 人 , 人均有粮 351 kg,

年人均纯收入 1 117 元 , 常年种植马铃薯 800 hm2,

每 667 m2 平均单产 1 000 kg, 总产 1.2 万 t, 占粮

豆总产的 41%, 仅马铃薯产业 的收入就占 全乡经

济总收入的 62%。太安乡已逐步 成为滇西北 地区

远近闻名的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

2.1.1 有一支专门从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及示范生

产的专业技术队伍

丽江市农科 所一直以来 紧紧围绕具 有比较优

势的特色作物马铃薯为重点加强工 作 , 现已成为

全市乃至我省马铃薯新 品种选育 、示范生产的 重

要技术力量 , 有多名中 高级技术人 员常年从 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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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新品种选育 , 生产示 范及产业开 发研究 , 并

与全市、县、乡农技部门紧 密结合 , 抓好 全市马

铃薯生产工作 , 从 70 年代引进克疫实生种子开展

试验成功并进行示范 , 单产增加 30%~50%, 在太

安 乡 先 后 创 造 实 生 苗 当 代 每 667 m2 单 产 2 605.4

kg, 实 生 薯 无 性 一 代 每 667 m2 单 产 3 724.5 kg 的

全国高产纪录 , 当时丽江地区的马铃 薯天然实生

籽应用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典范 , 丽 江的高产经 验

被制成纪录片在全国宣传推广 , 有些照片被 国际

马铃薯中心作宣传利用 , 国内外 马铃薯专 家曾多

次亲临丽江指导工作。80 年代中期始 , 为改变马

铃薯生产上品种单一 , 抗晚疫病 性差 , 产量低 的

现状 , 丽江市农科所进一步加强 了马铃薯新 品种

选育及引进筛选工作 , 先后选 育出丽薯 1 号 、丽

薯 2 号 、 丽 薯 系 3 号 、 丽 薯 系 4 号 等 一 批 高 产 、

抗晚疫病品种, 引进筛选出早熟菜用型品种内薯 7

号、津引 8 号等。其中丽薯 1 号于 2001 年通过省

审定 , 同年参加全国马铃薯区 域试验中 晚熟组东

北、华北、西北、西南4 个片区 16 个试点的预备

试验 , 在参试的 15 个新品种( 系) 中 , 产量居第一

位 , 每 667 m2 平 均 产 1 780.2 kg, 比 对 照 增

20.97%。丽薯 2 号、丽薯系 3 号 、丽薯系 4 号在

2001 年、2002 年的省区试、预试中名列前茅。近

几年 , 本所在加强优质、专 用型马铃薯 新品种选

育的同时 , 积极参与云南省马铃薯杂 交实生籽组

合试验筛选和杂交实生籽制种技 术的研究 , 为 下

一步杂交实生籽制种及利用打下一定的基础。

2.1.2 依托项目,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加强马铃薯

脱毒种薯的示范推广

1998 年由农业部立项在丽江建立 “滇西北马

铃薯脱毒微型原原种扩繁基地”, 并被纳入云南省

马铃薯脱毒种薯体系建设之中, 丽江市农科所通过

精心组织 , 认真实施 , 至 2000 年已完成项目建设

内容和任务, 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基地拥有组培室

150 m2, 标 准 网 室 3 210 m2, 连 体 钢 架 大 棚 7 580

m2, 温室快繁室 120 m2, 微型薯贮藏及基地办公用

房 304.6 m2, 仪器设备 34 台 ( 件 ) 。具备年生产脱

毒 试 管 苗 50 万 苗 , 微 型 薯 200 万 粒 , 繁 殖 原 种

13.33 hm2, 一级种 133.33 hm2, 二级种 667 hm2 的

生产能力, 初步建成了集马铃薯品种选育引进、组

织培养、微型薯生产、原种、一、二级种薯扩繁 ,

种薯营销、示范推广及培训为一体, 育、繁、推一

条龙 , 产、供、销一体化 , “科研单位 + 基地 + 农

户”可产业化运作的脱种薯生产基地。

2.1.3 具有较好的马铃薯种薯生产的自然条件

丽江市海拔高差悬殊, 立体气候突出 , 气候垂

直变化明显 , 马铃薯主产区分布在海拔 2 500 m 以

上地区, 气候温凉, 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 日照相

宜, 土壤以棕壤为主, 十分适宜马铃薯生产, 马铃

薯产量高, 品质好。同时由于气温低, 不利于传毒

介体蚜虫的繁殖, 病虫害少, 种性退化慢, 没有青

枯病、环腐病等土传性病害的发生, 有利于生产优

质种薯。以玉龙县太安乡为例 , 年均气温 10.5℃,

年降雨量近 1 000 mm, 6~9 月温度 15~20℃, 空气

相对湿度 80%~90%, 全乡耕地耕作层深厚 , 通透

性好, 有夜潮现象, 导致当地土壤旱季不旱 , 雨季

不涝, 夏季雨量充沛, 但无连日暴雨, 阴雨, 日照

充足, 无多雾寡照天气, 马铃薯地下块茎结薯生长

好, 产量高。而且全乡交通便利, 群众基础好, 可

进一步加大投入, 使之成为全市乃至滇西北地区最

适宜的马铃薯优质种薯繁育基地。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缺乏优质专用马铃薯新品种

种薯基地的建设, 其核心是要具有优质专用马

铃薯新品种。丽江市农科所虽然已选育出了 “丽薯

1 号、丽薯 2 号”等一批马铃薯新品种 , 但都是适

应大春一季作马铃薯产区种植的中晚熟品种, 其特

点是产量高 , 适应性好 , 淀粉 含量高 , 但 薯型较

差, 芽眼深, 生育期长, 以粮饲兼用为主。全市缺

乏面向全省及东南亚的薯条薯片加工专用型及早熟

菜用型的优质马铃薯品种, 严重制约了种薯市场的

开拓, 同时也限制了种薯的产业化经营。

2.2.2 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

一步完善

丽江市以丽江市农科所为主建成了一定规模的

组织培养室和马铃薯微型薯生产网室, 但这些设施

都建在离丽江市区较近的农科所金山试验基地, 而

且仅用于生产试管苗和微型薯。其规模也难以满足

云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中滇西北种薯繁育基地

建设要求规模。同时在开展马铃薯品种选育、原种

和一、二级种繁殖的马铃薯主产乡太安等地没有任

何设施, 种薯扩繁生产基地马铃薯品种选育等试验

都在农户地里进行, 基地生产的种薯的贮藏、转运

都在农民家里进行, 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另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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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扩繁网室的喷滴灌设施, 种薯生产基地的道路等

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2.2.3 种薯质量检测, 监管不严格, 没有种薯生产

的标准化体系, 难以形成种薯产业化经营规模

由于云南省 没有马铃薯 脱毒种苗、种 薯的检

测、监管体系, 即使从脱毒核心种苗组培的马铃薯

试管苗和微型薯也难以打上脱毒种苗、种薯品牌 ,

同时种苗生产的标准化体系不健全, 加之缺乏一套

优质种薯生产的栽培体系, 原种、一、二级种薯价

格难以体现优质优价 , 马铃薯优质种 薯生产规模

小, 优质种薯的生产供应能力弱, 严重制约种薯产

业的良性发展。

3 种薯繁育基地建设思路、布局及对策

3.1 基地建设思路及布局

围绕云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布局, 结合全

市特点, 以马铃薯种薯的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科技

为支撑 , 加强优质马铃薯新品种的选育( 引) 工作 ,

加大扩繁速度和脱毒种薯生产能力, 实行区域化种

植、规范化栽培 , 产业化经营 , 走优质种薯的产、

供、销一体化、良种的育、繁、推一条龙的开发思

路,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逐步实施, 高起点、高

标准把丽江建设成面向全省及东南亚的具有一定规

模的优质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基地布局以玉龙县

太安乡、黄山镇( 南溪办事处) 为主, 以宁蒗县红旗

乡、红桥乡、跑马坪乡和永胜县羊坪乡为辅, 建设

面向全省及东南亚市场的优质专用马铃薯种薯繁育

( 薯条薯片加工及菜用) 及面向滇西北的淀粉加工及

粮饲兼用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争取年生产优质马

铃薯脱毒试管苗 200 万株, 脱毒微型原原种 800 万

粒 , 生产原种 66.7 hm2, 一级良种扩繁 533.3 hm2,

二级种薯生产 3 200 hm2, 保证滇西北及全省 4 万

hm2 马铃薯产区 3 年更新一次品种的需要。

3.2 主要对策措施

3.2.1 加强优质专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

目前, 丽江市农科所共有不同来源的育种材料

234 份 组 合 , 350 份 株 系 , 7 105 个 家 系 , 同 时 从

CIP 引进杂交组合鉴定材料 23 份 , 并进行马铃薯

杂交种籽制种试验, 从不同渠道的材料来源极大丰

富了优质专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的种质资源, 全市

在继续作好丽薯系列新品种种薯扩繁及生产示范的

同时逐步加大优质专用马铃薯新品种的选育( 引) 力

度。首先加大对外交流与合作, 继续加强与国际马

铃薯中心、省农科院、省农业大学、省师范大学及

省外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 加大多渠道引进马铃

薯种质资源, 增强马铃薯种质资源的创新力度, 为

优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成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

其次加大技术力量和育种经费的投入, 在稳定现有

专业技术人员的同时, 补充吸收年轻敬业, 基础知

识扎实和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马铃薯新品

种选育, 并配套相应的科技仪器设备, 特别是先进

的淀粉含量测定、炸片炸条质量鉴定仪器设备的配

备使用, 为新品种选育服务; 再次, 加大马铃薯新

品种选育和适应性鉴定力度, 根据马铃薯品种不同

的用途及生态适应性需求 , 全市设立 2~3 个 不同

生态气候条件的优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育种点。

力求在 4~8 年内育出几个适应全省马铃薯 主产区

的优质专用型新品种 , 并加大种薯基地建设力度 ,

加速扩繁速度, 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专用马

铃薯品种作为种薯基地的核心基础, 为全省马铃薯

产业化服务。

3.2.2 加大经费投入, 强化和完善种薯基地的技术

支撑和基础设施

紧紧围绕全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 从各种渠

道加大对马铃薯产业的经费投入, 从人才引进、优

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脱毒种薯生产及扩繁设施的

扩大与完善、种薯繁育基地配套沟渠、田间道路及

仓贮包装车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 形成全局多头、

齐抓共管优质马铃薯种薯产业的可喜势头, 完成基

地建设的任务目标, 实现优质马铃薯种薯的产业化

经营, 充分发挥基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促进

全市农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3.2.3 加强种薯质量的检测和监控, 制定完善优质

种薯繁育的标准化操作规程

依托全国或全省建立的马铃薯种薯脱毒机构和

质量检测中心, 从优质马铃薯品种核心苗到马铃薯

试管苗、微型薯、原种、一级种、二级种生产过程

中加强质量监控, 严格按种薯繁育的标准化操作规

程实施, 加强管理, 登记造册每一批种薯的档案记

录, 严格执行种薯分级标准。同时, 在种薯繁育基

地建设过程中, 加强创新工作, 实施具有丽江特色

的试管苗假植后直接移栽大田生产原种技术的示范

推广, 降低种薯生产成本和缩短种薯生产周期, 研

究探索区别马铃薯丰产栽培技术的规范化优质种薯

·249·丽江市优质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浅析———和立宣



影响德化县脱毒马铃薯生产的因素及解决对策

黄金山, 林一岚

( 福建省德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福建 德化 362500 )

收稿日期：2005- 02- 28

作者简介：黄金山 ( 1958- ) , 男 , 农艺师 , 主要从事农业技术

推广工作和脱毒马铃薯栽培技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S5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 3635（2005）04- 0250- 02

德化县适宜种植脱毒马铃薯的耕地面积有 1 万

hm2, 目前马铃薯种植面积为 4 000 hm2, 其中脱毒

马铃薯面积有 1 500 hm2。脱毒马铃薯产量高、效

益好, 如何大力推广脱毒马铃薯生产、加速脱毒马

铃薯产业化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为此, 对其进行

调查、分析、探讨。

1 生产现状

1.1 脱毒马铃薯产量高、效益好

根据几年来的试验、示范、推广情况看, 脱毒

马铃薯良种具有产量高、增产显著的特点。一般

hm2 块茎产量在 30 t 左右, 比外调无脱毒的 hm2 块

茎产量 17 t 左右 , 增产 70%以上 , 比本县农民用

无脱毒种薯种植后再自留自种的 hm2 块茎产量 10~

15 t, 增产一倍以上。如 2004 年 5 月德 化县农业

局组织对上涌镇云路村脱毒马铃薯高产示范片进行

实地验收, 脱毒马铃薯紫花 851 hm2 块茎产量 31.8

t 增产 80.7%, hm2 产值 26 040 元 , 增收 14 640 元。

详见表 1。

1.2 面积大，总产多

由于脱毒马铃薯产量高、块茎大、整齐、商品

薯率高、效益高, 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 脱毒马铃

薯生产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根据统计 , 2004 年马

铃薯种植面积 3850 hm2, 块茎总产量 7.17 万 t, 其

中脱毒马铃薯 1 500 hm2, 总产量达 4.1 万 t, 占总

产量 57.2%。

1.3 马铃薯脱毒良种繁育生产体系初步建立

自从 1997 年与省、市有关单位联合进行马铃

薯脱毒良种应用攻关以来, 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下, 经过几年来的攻关, 目前德化县建

品 种
每 hm2

产量( t)

每 hm2

增产( t)

商品薯

( 100 g 以上)

每 hm2

产值( 元)

产值增加

( 元)

脱 毒 31.8 14.2 17.4 26040 14640

无脱毒 17.6 2.1 11400

注: 产值: 100 g 以上的商品薯按收购价每 t 1 000 元计算 , 其

它的( 100 g 以下) 中小薯按 600 元计算。

表 1 马铃薯种薯脱毒与无脱毒产量、效益对比

生产栽培技术, 真正实现丽江优质马铃薯种薯生产

的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 创立丽江优质种薯品

牌, 力争实现产业化经营。

3.2.4 多种渠道培育扶持丽江马铃薯优质种薯繁育

龙头企业, 积极营销, 开拓市场

以“滇西北马铃薯脱毒微 型原原种扩 繁基地”

项目为基础, 完善相应的生产设施, 进行管理机制

创新, 进一步加强力量, 注重建设具有科研和企管

知识的核心人物, 技术突出的马铃薯育种家, 训练

有素的技术工人、营销人员、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人员的综合队伍, 以适应瞬息万变的马铃薯种薯市

场; 同时引进国内知名的马铃薯种薯公司, 如内蒙

古的正丰公司等, 可以通过该公司独立运作, 也可

与当地农技部门或种薯公司联合运作, 重新整合力

量, 在丽江建立种薯产业化基地。通过龙头企业的

现代企业管理机制运行, 实现马铃薯种薯的专业化

标准化生产, 加大营销力度, 采用市场化运作, 逐

步实现丽江优质马铃薯种薯的产业化经营, 把丽江

建设成为云南省重要的优质种薯供应基地, 使马铃

薯种薯产业成为丽江的一个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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