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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IE 韦文科! !&’()" # 男# 壮族# 广西农业科学院推广

研究员# 从事马铃薯品种引进$ 筛选及栽培技术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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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以收获地下块茎为生产目的的兼用型

农作物# 除作粮食外# 还可以作蔬菜和饲料等# 据

分析& 同样是粮食作物# 在同等条件下# 其单位面

积上蛋白质的含量是小麦的 " 倍# 稻谷的 ( 倍# 玉

米的 !." 倍# 所含 /0 是苹果的 !# 倍# /+ 是苹果

的 $倍# 各种矿物质含量是苹果的 !# 倍以上% 马

铃薯不但营养齐全# 而且结构合理# 尤其是蛋白质

的分子结构与人体的蛋白质分子结构基本一致# 极

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利用率几乎达 !##1% 此 外#
马铃薯还含有其他粮食作物中没有的胡萝卜素$ 抗

坏血酸% 马铃薯的鲜茎和叶富含氮$ 磷$ 钾# 是一

种多功能复合肥# 收取块茎后# 把茎叶压青是很好

的绿肥# 对培肥地力# 改良土壤大有好处% 笔者一

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 这几年来特别注重考察调研

我区马铃薯产业# 并积极引进区外马铃薯加工$ 贸

易企业到我区发展马铃薯生产2目前已与国内某大

型马铃薯加工企业签定数千吨的原料定单3最近又

赴河北$ 内蒙$ 甘肃$ 山东考察脱毒马铃薯科研$
生产企业# 对马铃薯种薯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为

充分利用冬闲田发展我区马铃薯产业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 同时也发现存在不少问题# 现浅谈如下# 仅

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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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马铃薯在我国已列为四大粮食作物# 每

年播种 $%# 多万 45"# 据有关部门统计# 近期面积

将发展到 ,## 多万 45"% 就全国而言# 近几年由于

农业结构的调整# 受粮食作物和种植效益的影响#
三大主要粮食作物! 稻$ 麦$ 玉米"种植面积和总产

量正在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三大作物平均单产远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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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越来越发

达$ 先进# 了解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尤其是计算

机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我们足不出户

便可知天下成为了现实%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 互联

网# 从其浩瀚的资源宝库中获取所需的最先进$ 最

及时的产业信息# 如市场信息$ 品种信息$ 先进的

栽培技术等% 同时# 可以建立自己的主页$ 网站#
向世界宣传自己$ 了解自己% 扩大自身影响# 吸引

合作伙伴# 为农场的发展壮大增加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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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加工# 只 有加工

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增值% 因此# 农场 的最终出

路# 便是建立自己的加工企业# 走深加工之路%
现阶段我国马铃薯加工 业严重滞后# 附加值

极低% 目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马铃薯 食品已达

"## 多种# 而我们仅停留在淀粉$ 粉条$ 粉皮等初

加工上# 潜在价值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一般来说#
鲜 薯 加 工 成 淀 粉# 可 升 值 ! 倍# 再 加 工 成 粉 条$
粉皮# 可升值 (6’ 倍% 薯条深加工后升值 ’# 倍#
土豆泥经深加工后升值 $# 倍# 油炸薯片的加工升

值为 "’ 倍# 膨化食品的加工 升值为 (# 倍# 加 工

为其它变性淀粉$ 淀粉糖等物质后# 升值潜力 将

更 大% 由 此 可 见# 农 场 建 立 自 己 的 深 加 工 企 业 #
是农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最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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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看出! 增加单产有难度! 随着三大作

物面积和产量下降这一趋势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
将可能危及我国粮食供给的安全! 决不可小视! 各

级党政领导应予以高度重视! 积极开展预案研究"

靠增加三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来增加它们的总

产量从而增加粮食安全的可能性很小! 人口增加和

三大粮食安全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而随着马铃薯种

植面积的不断增加! 特别是广西乃至南方适合发展

马铃薯地区! 充分利用冬闲田种植马铃薯! 总产将

大幅度增加" 随着现 代年轻人食 物消费结构 的改

变! 马铃薯在食物中比例会有较大增加! 从而减缓

粮食安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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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光# 温# 水资源十分

丰富! 马铃薯在广西栽培已有 "## 多年的历史! 农

民早已形成了种植马 铃薯的良好 习惯" 但由 于加

工# 流通# 贸易等环节跟不上! 长期以来! 马铃薯

在广西只是零星种植! 并主要作为蔬菜食用" 在种

植季节上多为冬种 春收" 如种植 面积较大有 桂东

南# 沿海地区的贵港# 钦州# 北海# 玉林# 南宁等

地" 桂北# 桂西海拔较高的地区可春种# 夏种# 部

分地区的中稻田适宜秋种" 进入 $# 年代以来! 广

西的马铃薯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 种植面积由"$%!
年的 #&! 万 ’(! 发展到近几年的 % 万 ’(! 左右! 占

全 国 冬 种 面 积 !#) 左 右 " 发 展 的 主 要 因 素 $
一是从北方地区以及云# 贵等省区引入高产优

质品种! 特别是一些脱毒马铃薯种薯% 如大西洋#
费乌瑞它# 克新 " 号# * 号# 东农 +#+# 合作 ,,#
中薯+ 号# % 号等优良品种&的供应! 使我区马铃薯

单产和效益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平均单产由过

去* %## -.’’(/! 提 高 到 "% ### -.’’(0!! 高 产 达

%! %## -.’’(0!! 种 植 效 益 由 过 去 * %##12 %## 元’
’(0! 增加到目前的 "% ###1"+ %## 元’’(0!! 高的甚

至达 *% ### 元’’(0!! 较大的调动了农民种植马铃

薯的积极性"
二是我区人多地少! 人均耕地不足 332 (!! 为

了充分发挥我区得天独厚的冬季气候# 土地资源!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增加农业收入! 广西

区党委# 政府已把马铃薯列为冬种生产的重要议事

日程" 马铃薯由于其适应性广! 高产稳产! 用途广

泛! 亦粮亦蔬亦饲等优势而受到我区各地农民的高

度重视! 从而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三是有优越的区位优势" 地处南疆! 背靠大西

南! 面向东南亚! 特别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
广西将成为东南各国的贸易中心! 具有较大的潜在

国际市场" 同时毗邻 粤港澳! 又是 很大的销售 市

场! 产品运输成本低! 具有较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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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农村经 济基础较为 薄弱! 农民思 想相 对

落后! 等# 靠# 要的思 想较为严 重! 几乎推广 的

每项农业新技术# 新品种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力度!
而且都有一定资金 的投入! 如冬 种油菜# 绿肥 等

都有政府参与! 并且 每年都有一 定的专项经 费投

入! 才获得较好的 成效" 而我区 马铃薯生产 多是

零星分布! 自由种植! 未形成产# 供# 销# 加工

体系! 因此发展 缓慢" 此外! 定 单农业的合 同意

识淡薄! 履行缺乏 应有的保证! 也是影响马 铃薯

发展的因素"
!"$ 12345& 6789:;

由于我区发展马铃薯生产缺乏政府行为! 因此

!##! 年 以 前 全 区 基 本 没 有 开 展 马 铃 薯 品 种 引 进#
选育等科研开发工作! !##+ 年以后广西农业科研

有关部门开始对马铃薯立项研究! 引进了国内外几

十个品种开展 筛选试验! 同 时开展马铃 薯脱毒试

验研究! 均取得了阶段性 的成果" 但由 于经费有

限! 研究人员少! 研究力度 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限

制" 其次市# 县一 些农业部门 没有很好 的承担管

理和指导职责! 致使马铃薯品种选择# 种薯调运#
栽 培 技 术# 加 工# 销 售 等 没 有 长 计 划# 短 安 排!
因此马铃薯产业在 我区均处于 低水平# 无序 的发

展状态"

<""$<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前景及对策和建议(((韦文科! 李章英

作物种类 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平均水平 超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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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品种陈旧! 种薯质量差" 广西大面积自留

种薯关尚未突破" 近年来大多依靠大量长途调运不

仅成本高! 且数量和质量上难以满足 生产上的需

求" 而且各级政府部门往往到种植季节才考虑调运

种薯! 大多为时已晚" 休眠期不足也是制约我区发

展马铃薯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区生产上种

植的大多是未脱毒的老品种! 品种退化严重! 而且

质量差" 此外! 我区冬种# !"#!! 月$薯种大多从北

方或云南% 贵州等地调运! 而这批种薯大多是 $#%
月种植! &#!" 月收 获! 价格一般 在 !’"" 元&()*!!
种薯大多是常规生产种薯! 价格相对便宜! 但由于

收获与种植时间间隔较短! 往往休眠期不足! 致使

发芽率不高! 发芽慢而迟! 严重影响单产’
品种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 区种植马铃 薯 &+,

以上作为蔬菜食用! 而高产值的加工型马铃薯专用

品种还很少"
良种良法配套栽培技术普及率较低! 栽培管理水

平不高! 大多沿用传统的栽培方式! 管理较为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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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一个用途广泛! 产业化程度高! 易于

加工的作物" 通过加工将有效的提高其经济效益"
而我区马铃薯加工( 龙头) 企业处于空白* 因此!
很难带动我区马铃薯生产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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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资深专家认为! 解决 .! 世纪粮食问

题! 马铃薯的充分开发与利用 是首选方案* 利用

冬闲田种植马铃薯! 既不与其他 作物争地! 又能

充分利用我区的冬季光+ 温% 水资 源" 提高土地

利用率! 增加一季作为产量, 而且我 区的马铃薯

在高产栽培条件下! 产量相当于两季水稻的产量!
加工产值远远超过水稻% 玉米* 此 外! 我区群众

有冬种马铃薯的习惯和经验! 是其他 冬种作物 所

不及的! 是农民短% 平% 快增收的好项目* 因此!
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 就必 须加强领导! 积极引

导! 增加投入! 协调好有关部 门* 建议把条 件较

好的马铃薯主产县纳入国家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
从投资和财税上享受其他商品粮同等 待遇* 应尽

快建立广西冬闲田马铃薯产业示范 工程* 同时在

发展马铃薯生产过程中! 强化农民 和企业的合 同

意识! 完善定单条款! 特别增加惩罚性违约条款!
价格保底不封顶! 农民应选择信誉好的企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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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 推广应用脱毒种薯! 仅此一项单产就

可提高 /",#+",! 甚至成倍增产已成为马铃薯高产

栽培模式中的主要技术支撑! 进而转化为巨大经济效

益! 成为一个重要致富手段* 当前应该抓如下工作-
一是积极开 展脱毒良种 的筛选! 区试 示范工

作! 通过 .#/ 年时间! 选出适合我区种植的高产%
稳产% 抗逆性% 特别是抗晚疫病强! 具有一定加工

性能的品种! 从而在全区全面推广应用*
二是北方专门为南方冬种从事马铃薯脱毒生产

的种业公司! 每年都在 / 月播种! % 月收获薯种!
然后入库冷藏! 经过一段足够的休眠期! 这批薯种

质量好! 价格一般都在 . 元&()*! 左右! 待到 !"#!!
月冬种时! 发芽率高而好! 为高产% 稳产打下良好

基础* 因此! 我区农业部门 或种业部门 应与全国

/#+ 家颇具实力! 信誉度高的马铃薯种业公司! 建

立长期的种薯供应关系! 每年的三月份就应做好种

薯订购计划! 以确保我区种薯质量和每年种薯的按

时按量供应* 确保我区推广优良品种和脱毒种薯的

面积占 0",以上*
三是积极开展试验! 利用我区一些高海拔夏季

气温较低! 温差较大的地区进行马铃薯夏繁* 为广

西马铃薯的种薯供应增加一条新的路子! 解决部分

种薯的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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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加良法! 才能获得较 好的经济效 益! 因

此! 必须积极引进% 推广国内外马铃薯先进的高产

栽培技术! 如采用破眠剂 提高发芽率% 增施有机

肥% 高培土% 稻草覆盖种植! 免耕法! 加强病虫害

防治! 施用膨大剂! 切顶芽! 喷施多效唑等技术措

施* 这些技术必须通过基地带动或辐射带动周边农

民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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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优惠政策措施! 吸引国内外知名的马铃薯

淀粉% 炸薯片% 炸薯条等加工% 贸易企业到广西种

植面积较大! 产量较高又无加工业企业的地区! 如

桂南! 沿海一带办企业! 或与广西合作办厂进行马

铃薯的深加工! 从而加快我区马铃薯生产% 加工与

市场的衔接步伐! 把广西的马铃薯产业迅速推向国

内和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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