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大西洋等优质加工型马铃薯良种! 由于加工型

品种市场销路好" 价格高" 引导农民 大面积种植

无后顾之优" 能真正让农民得到实 惠" 实现增产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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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脱毒原种繁育基地建设! 德化县马铃薯脱

毒原种生产还不规范" 应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科

研单位进一步加强协作" 联合攻关" 充分利用德化

县高海拔山区气候冷凉" 马铃薯病虫害较轻等优越

的自然条件" 建立马铃薯脱毒原种繁育基地 !!" 万

#$" 以供 %&!" 万 ’#$ 大田生产用种! 二是商品薯

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 利用我县冬闲田面积大和有

利的气候条件" 与马铃薯加工企业建立供需关系"
走# 公司(基地(农户$ 的生产经营模式" 化解市场

风险" 因地制宜" 在不同区域建立春% 秋优质加工

型马铃薯商品薯产业化生产基地 %&! 万 ’#$!
!"$ *,-./)0 123456

建立中心示范基地是新时期农业技术推广的重

要手段之一! 县% 乡% 村应建立脱毒马铃薯中心示

范基地" 树立典型" 以示范促推广" 加快商品基地

建设! 上涌% 雷峰% 国宝% 美湖等 )% 个马铃薯生

产重点乡镇" 要在建立中心示范基地的基础上" 培

育马铃薯生产典型村" 并认真搞好规划" 适时引导

群众进行专业化% 规模化生产" 社会化服务" 建立

商品薯产业化生产基地!
!"% 789:;<0 =>&?@A

在乡% 村建立健全科技管理% 服务% 信息传递

等网络体系" 大力推广普及科技知识" 全面进行科

技& 传帮带$’ 加强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 实行农

科教结合" 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和科技普及工作" 提

高农民素质" 采用多种形式普及马铃薯高产栽培技

术知识" 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提倡双行高畦种植"
施足基肥" 早施追肥" *+, 合理搭配" 及时防 治

病虫害! 同时" 要加快马铃薯良种的引进% 试验%
示范与推广" 充分发挥良种在作物增产与改善品质

上的龙头作用" 推广高产% 优质% 抗 病加工型品

种" 促进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 以适合市场需求"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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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qr 沈剑( )5!5!) " 男" 大学本科" 子长县薯类开发总

公司总经理*

子长县地处黄土高原中部" 土质为黄绵土" 含

钾量较高" 属半干旱大陆 性气候" 年平 均降雨量

.)/ ##" 无霜期 )". 6" 每年光照时数 $ ."%&5 ’"
年平均气温 5&)"" 四季分明" 尽夜温差大" 是马

铃薯的最佳适生区之一* 子长县是& 中国马铃薯之

乡$" 马铃薯是子长县的传统产业" 有着悠久的种

植+ 加工历史! 所生产的马铃薯块大% 形好% 适口

性强" 深受客商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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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5 年" 县财政投 资 ).% 万元" 建 成 了

& 马铃薯脱毒良种繁育中心$" 其中建 334 #$ 的无

菌实验楼一座" 配备了脱毒仪器和设施" 建立良种

繁育温室% 网棚 . 座" 现每年可生产脱毒马铃薯试

管苗 )% 万株" 原原种 ). 万粒" 原种 ). 7" 同时对

引进和收集的 ./ 个品种作了适应性对比试验" 选

出适应本地种植的早大白% 津 引 4 号等极早 熟品

种, 克新 ) 号% 万斤薯等中熟品种, 高原 3 号% 坝

薯)% 号等中晚熟品种* 该中心生产可满足 )/&/ ’#$

s)$$s 中国马铃薯" 第 ! " 卷" 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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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原种繁 育田! !"# $%" 一级良 种繁育田! &&’
$%" 二级良种繁育田的用种要求" 不但能解决子长

县马铃薯品种退化问题" 而且可以辐射! 带动整个

陕北地区马铃薯品种的改良" 并逐步发展成西北地

区的种薯基地" 从根本上解决了品种退化" 长期从

外地大量调运良种的问题#
$ "% "### 年以来" 我们利用良繁中心繁育的脱

毒良种" 在全县 )& 个村建立了& 公司 *农户’ 式

二级良种繁育基地 &+’ $%"" 基地村农户全部使用

脱毒优良品种" 种植全部采用大垄沟耕作技术" 并

与农户签订( 良种繁育合同)" 农户按良种繁育要求

繁育" 繁育的良种由薯业局收回" 向县内外推广*
$ ,% "### 年我们投资 ,## 多万 元" 新 建 贮 藏

量为 ")## - 的中低温种薯库" 解决了良种的贮藏

问题" 保证了良种的品质*
$ .% 良繁体系建成后" 我们繁育的良种除满足

本县需求外" 近几年还销往吴旗+ 黄陵! 富县! 榆

林! 铜川! 大荔! 眉县! 闫良! 华县! 汉中! 商洛

等地" "##! 年销售达 , ### -" 在各地收到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子长县的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虽已建成并发挥

效益"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良种繁育体系规模

小" 没有形成规模效益* 二 是投入不足" 经费困

难" 脱毒组培室的病毒检测设备还没有配置" 经常

需带着试管苗到外地去检测" 给工作带来不便* 为

此" 还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扩大规模" 规范运行机

制" 以求得社会! 经济效益最大化*

" !"#$%&’()*+,-.

$ !% 气候适宜* 子长县是马铃薯最佳适应区之

一" 土质黄绵土" 平均降雨 )!, %%" 海拔在 /,#0
!)&# % 之间" 昼夜温差大" 适应马铃薯生长繁育

的习性*
$ "% 基础良好* 目前已建成了& 马铃薯脱毒良

种繁育中心’" 利用茎尖脱毒技术生产无病毒种薯"
同时有 ")## - 种薯库" 建立了& 公司*农户’ 式的

良种繁育基地 &+! $%"" 并有薯业局负责良种的推

广! 销售工作" 所以基础条件具备" 把这一基地建

在子长" 可避免重复建设" 并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 ,% 技术优势* 子长县薯业局现有高级农艺师

! 人" 农艺师 ) 人" 助理农艺师 !" 人" 良繁中心

全部人员先后在内蒙古农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生

物系! 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培训学习" 完全掌握了

脱毒良种繁育技术" 能生产出合格的脱毒良种*
$ .% 政策扶持* & 南果北薯’ 是延安市委! 市

政府发展全市农村经济的战略决策" 县委! 县政府

提出了& 农民脱贫靠薯桑’ 发展思路" 并建立配套

的服务体系" 制定印发了子长县薯类开发& 十五’
规划! 发展薯类产业的优惠政策! 加强薯产品销售

的通知等" 形成了薯产品销售的& 绿色通道’" !#
多年来先后投资 &)!# 万元" 开发薯类产业*

, %/01,23456738"

总的指导思想是, 稳定种植面积" 优化品种结

构" 加大科技含量" 狠抓基地 建设" 以市场 为导

向" 以良种繁育为切入点" 实现品种良种化" 种植

规范化" 开发系列化" 产销一体化" 将子长县建成

陕北乃到西北地区的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县*
!"# !"#$% &’()*+,-

要以马铃薯 脱毒良种繁 育中心! 种薯 库为基

础" 建立脱毒原原种-原种-良种的良种繁育及生

产体系" 不断完善良繁中心的设备和设施" 扩大生

产规模* 要全面推广旱作农业! 配方施肥技术" 要

形成县有中心" 乡有示范基地" 村有示范田块! 示

范户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示范网络" 一是在技术上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延安市马铃薯研究中心"
加大基地建设中的科技含量. 二是继续搞好子长县

现有的良繁中心和繁育基地工作. 三是走订单农业

的发展路子" 提高产品质量" 提高服务质量" 建立

优质+ 高效的生产基地*
!"$ ./012 3401567

我们要在巩固提高现有 ,)!# 个加工点的基础

上" 在& 三粉’ 上下功夫" 把薯类产品的增值和增

收落实在深加工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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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扩大宣传" 要充分利用& 中国洋芋之乡’
的牌子" 提高子长县马铃薯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能

力. 二是完善市场体系" 在巩固原有西安+ 武汉+
广州等市场的基础上" 建立良种销售体系" 扩大良

种销售渠道" 提高商品率" 扩大马铃薯出口量. 三

是找准市场定位" 克新系列出口外销" 夏波蒂面对

麦当劳+ 肯德基. 早大白+ 津引 + 号逐步占领延安+
西安等市场" 繁育的良种除满足本县外" 向周边地

区和关中+ 宁夏等地大力推销*

B!",B子长县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沈 剑" 张小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