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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年会

于 7 月 27~31 日在美丽的鹤城—齐齐哈尔市召开。

开幕式由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东北农业大学

陈伊里教授主持, 主任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屈冬玉博士致开幕词。副主任委员、华中农业大

学副校长谢从华博士和副主任委员、甘肃农业大学

校长王蒂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应专业委员会和年会

组委会的邀请, 原农业部部长何康、黑龙江省政府

副秘书长宋希斌、齐齐哈尔市市长林秀山、齐齐哈

尔市政协主席王桂梅、东北农业大学校长李庆章、

黑龙江农业科学院院长韩贵清等领导莅临大会开幕

式。为本届年会提供赞助的齐齐哈尔市农垦分局、

吉林延边春雷药业、内蒙古大雁鹤声薯业、黑龙江

铃田生物科技、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黑

龙江大兴安岭丽雪精淀粉公司、沃德实业集团等单

位的负责人在主席台就坐。

本次会议注册代表为 452 人, 实际到会人数超

过 600 人 , 分别来 自 26 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 ,

其中有 9 位国外代表。本届年会的特点是企业代表

激增, 充分体现了学术与企业的联合。

本届年会的大会发言均以产业开发为主题, 就

马铃薯产业与地方经济发展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 研

讨 , 给与会代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成功的经验 ,

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大会设置了 4 个

专题分会: ( 1) 育种与生物技术; ( 2) 栽培与病虫害

防治; ( 3) 加工与利用; ( 4) 种薯生产。

通过广泛地交流与研讨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近年来我国马铃薯科研和产业均取得了很大进展 ,

如育成了一批专用品种;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倍性

育种等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 脱毒苗液培技术; 试

管苗开放式培养技术; 种薯机械化生产及企业经营

运转模式等。特别是在加工领域发展更为明显, 继

以工业管理模式创办大型种薯生产企业的“鹤声薯

业”之后, 又出现了依托农垦大农业优势的“北大荒

薯业”这个全部机械化生产 , 集科研、种植、加工

为一体的特大型马铃薯综合生产集团。展现了我国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与壮大。

然而, 我们更应清醒的看到我国马铃薯产业仍

然存在诸多问题。如( 1) 优良种质资源缺乏、资金

不足、育种规模小、效率低 ; ( 2) 马铃薯晚疫病日

益严重, 马铃薯青枯病、环腐病和疮痂病也频繁发

生 ; ( 3) 品种称谓混乱 ; ( 4) 种薯质量差 ; ( 5) 产业

化基地建设薄弱, 小农业、大生产矛盾突出等。

为此 , 代表们建议( 1) 加强资源改良、创新和

共享平台建设; ( 2) 加强种薯市场建设和质量监督;

( 3) 积极探索加工企业与农户的合作; ( 4) 积极推广

成功模式和树立典型; ( 5) 成立马铃薯产业协会。

马铃薯相关产品展示博览是今年年会新增加的

一项内容, 有数十家国内外的相关企业参加了本项

活动。通过展示, 使马铃薯种植者、加工者、生产

者有一个直接见面和交流机会。

在组委会的精心安排下, 与会代表参观了位于

克山县的马铃薯研究所, 种薯生产基地, 以及沃华

精制淀粉加工厂。同时 , 还 播放了齐齐 哈尔、克

山、依安、讷河、鑫丰种业、北大荒薯业等马铃薯

生产、加工概况的录像, 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黑龙江

省马铃薯生产的全貌。

会议期间, 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及团体会员单

位召开了例会, 听取了专业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汇

报 , 讨论了专业委员会委员增补、以及 2006 年年

会召开地点与会议主题等事项。

根据承办单 位申请、专业 委员会讨论 , 决定

2006 年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年会将在湖南长沙召开 ,

由湖南农业大学承办。会议的主题为: 马铃薯产业

与冬作农业, 时间暂定在 11 月中下旬。

通过大会组委会的努力工作和与会代表的大力

协助, 本届年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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