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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D 赵国琦" !*)"’# ! 男! 乌兰察布市农科所副研究员!

从事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 体系建设和产业化的研究工作%

乌兰察布市地处我国的正北方! 内蒙古自治

区中部% 平均海拔 ! +%%,!&%% -! 地势南高北低!
全市处于黄土高原$ 晋冀山地和内蒙古高原地带%
总面积 ./. 万 0-"! 居住蒙$ 汉$ 回等 "+ 个民族!
人口 "+1/&) 万! 其中农业人口"!. 万! 辖 一 市 一

区四旗五县% 全年无霜期(+,!&" 2! 昼夜温差大!
年 平 均 气 温 !/1,./.!! !!%!积 温! )+!," *!"&
年平均降水量"+(,&") --! 土壤为棕钙土$ 栗钙

土$ 栗褐土+ 大类! 多呈沙性% 马铃薯是乌兰察布

市种植业的主导产业! 是全市农民增收的主要来

源之一% 在乌兰察布市’ 十五( 规划确定的十大产

业中! 马铃薯产业位居首位! 在内蒙古自治区’ 十

五( 计划纲要确定的’ 四大王( 主导产业中! 乌兰

察布市的马铃薯是其中之一% 在全国四大马铃薯

主产区中! 乌兰察布市的种植面积在地区级位居

前列! 现在年播种面积稳定在")/1 万 3-" 左右%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生产在经历了脱毒种薯诞生

的 +% 多年! 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现在的

产业化! 马铃薯生产和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不断发

展%

!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研究$ 生产状况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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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乌盟农科所在 )% 年代就开展了马铃薯实生

种子的研究和利用! 曾经在西南山区大面积推广的

杂交实生种子和克疫天然种在当地的生产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原乌盟农科所以自 (&%%. 杂交实生种

子组合! !**1 年被内蒙古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命名为蒙薯 !% 号% 国际马铃薯中心) 456#两次率领

代表团来原乌盟所考察! 并将原乌盟所列为国际合

作研究单位% 曾参加’ 六五( 到’ 八五( + 个五年

计划的国家马铃薯攻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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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农科所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及综合

技术的研究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采用无性

系选$ 抗病性育种$ 耐病性育种! 单株系选$ 群体

选育等方法育成了品种乌盟 )%!$ 乌盟 )(&$ 乌盟

(.!) 后来命名为蒙薯 !! 号#及多个品系% 曾经参加

了’ 六五( 到’ 八五( + 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马铃薯

攻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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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代初期! 原乌盟农科所与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 动物研究所$ 微生物研究所$ 内蒙古大

学等几家科研院所经过通力合作! 用马铃薯茎尖脱

毒$ 组织培养技术生产出我国第一批 !% 7 紫花白

脱毒原种! 并通过了国家中试验收% 马铃薯脱毒种

薯生产技术的成功应用! 是我国生物工程技术在农

业生产上应用最成功的典范之一! 是我国马铃薯种

薯生产的第一次革命性飞跃% 在乌兰察布市马铃薯

种薯生产和种质资源引进过程中! 乌兰察布市农科

所和乌兰察布市种子公司建立了长期的技术和股份

合作关系! 为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薯生产的研究和

生产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 年! 通过世

界银行贷款项目! 建立了设备在当时比较先进的马

铃薯脱毒中心% 先后引进荷兰$ 美国$ 丹麦及国际

马铃薯中心的鲜薯食用和加工品种费乌瑞它$ 底西

芮$ 大西 洋$ 夏 波 蒂$ 丹 麦 * 号$ !% 号$ 8 1!’
"&%/") 中心 "& 号# $ 49: ’)*/! 等 .%% 多份品种和

实生种子%
(% 年代初期! 原乌盟的马铃薯脱毒种薯中试

及其体系建设的研究! 先后获得了 !*1( 年全国科

学大会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内蒙古科

技进步二等奖% 乌兰察布市选育和引进的紫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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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 号! 底西芮在生产上得到大面积推广# 在

察右后旗石窑沟乡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马铃薯原种场$

!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化进程的形成与发展

!"# "#$%&’()*+,-
自 #$$% 年原乌盟盟委% 行署把马铃薯确定为

种植业的主导产业以来# 全市马铃薯产业化工作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为核心# 以

调整品种结构为重点# 以加工转化为依托# 以市场

和贮窖建设为桥梁# 在& 稳定面积% 提高单产# 改

善品质# 增加效益’ 原则的指导下# 马铃薯产业稳

步% 蓬勃地发展$ 目前# 全市马铃薯总播种面积占

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 占全国马铃薯总播

种面积的 #(’左右$ !(() 年全市马铃薯播种面积

!*&$ 万 +,!# 总产量 "#&# 亿 -.# 平均单产 #((( -.$
实现总产值 !! 多亿元# 综合增加值达到 !(&"* 亿元#
农民来自种植马铃薯的纯收入人均达到 %)( 多元$

从品种结构上看# 过去只有紫花白% 中心 !"
号等少量几个品种# 近几年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我

市气候特点的马铃薯新品种$ 目前我市种植的品种

有紫花白% 大西洋% 夏波蒂% 费乌瑞它% 底西芮%
早大白% 坝薯 #( 号等$ 近几年重点推广加工专用品

种大西洋% 夏波蒂的种植# 以龙头企业的发展带动

种植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同时使农民增产增收$
在区域布局上# 我市马铃薯主产区主要是在四

子王旗% 察右中旗% 察右后旗% 商都县% 化得县后

山五个旗县# 占全市马铃薯总播面积的 *(’$ 近

几年我市马铃薯基本形成规模化% 集约化种植格

局$ 一个乡马铃薯种植面积就达到几千公顷# 形成

集中连片% 具有特色的马铃薯产业带和种植区$
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规模进一步扩大$ 全

市已建成植物组织培养室 " 处# /*( ,!# 其中市种

子公司一处 )!( ,!% 福瑞特公司一处 !(( ,!% 市农

科所一处 #!( ,!% 察右后旗种子公司一处 #!( ,!#
市农科所扩建组培室 )!( ,!# 建成后全市组培室

面积将达到 # (0( ,!$ 现有生产能力年生产脱毒马

铃薯试管苗 !(( 多万株# 基本上能够满足全市温室

生产需求$ 全市温室使用面积 #&" 万 ,!# 年生产

马铃薯扦插苗 $(( 万株# 脱毒小薯 *(( 万粒# 网室

利用面积达到 0! +,!# 年生产原原种 ! ((( 多 1#
原种田面积达到 0(( +,!# 年生产原种 #&0 万 1 $
一级薯田 # 万 +,!# 年生产一级种薯 !( 万 1# 二

级种薯田 " 万 +,!# 年生产二级种薯 $( 万 1$ 马铃

薯良种繁育已基本形成从组培脱毒快繁% 温室扦

插快繁% 网室原原种生产% 原种繁育以及其它各

级种薯和商品薯生产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
!"! "./%&’()01

乌兰察布市现有各种类型的贮藏能力为 !(( 1
以上的贮窖 ! "(( 多个# 总贮藏能力 !(( 万 1# 主

要分布在后山地区的 % 个主产区的旗县$ 建筑形式

以地下窑式贮窖为主# 地上贮窖以富广食品公司的

为代表# 总设计贮藏能力 #( 万 1 $
为进一步加强马铃薯销售工作# 变一季销售为

四季销售# 全市投入大量的资金% 人力% 物力搞马

铃薯贮窖建设和批发市场建设# 使马铃薯销售淡季

不淡% 旺季不乱$ 每个贮窖就是一个小市场# 实现

了农户加基地% 基地加市场% 市场促企业的良性发

展格局$ 为促进马铃薯销售和转化# 全市已建成大

中型交易市场 #/ 处# 年交易量 #(( 万 1 $ 其中规

模较大的马铃薯交易市场有集宁市榆树湾北方马铃

薯批发交易市场% 察右中旗马铃薯交易市场% 四子

王旗马铃薯交易市场$
!"$ "./%&’()23+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加工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 如今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 规模不等的加工

业$ 从粗淀粉% 精淀粉% 全粉% 变性淀粉% 粉

条% 粉皮% 粉丝% 薯条% 薯片% 膨化食品# 大中型

加工企业就有十多家# 其中以富广公司的全粉% 奈

伦公司的精淀粉为代表# 这两家企业也是全市马铃

薯加工业的龙头企业$ 富广食品公司全套引进荷

兰% 美国% 意大利 !( 世纪 0( 年代先进技术和设

备# 该公司生产的马铃薯全粉% 薯泥% 三维膨化食

品在市场上十分畅销$ 其它还有兴和飞马集团公

司% 察右前旗精淀粉厂% 察右中旗科银精淀粉厂%
凉城县精淀粉厂% 丰镇市同丰% 祥风精淀粉厂% 四

子王旗倩华% 三元井精淀粉厂# 此外还有遍布全市

各地的粉条% 粉皮% 粗淀粉加工点 #&! 万多个# 年

加工鲜薯比例已达到总产量的 !%’$
!%& ’()45,-

近 几 年 全 市 马 铃 薯 年 总 产 量 平 均 在 )%(2"((
万 1 左右$ 品种主要以紫花白为主# 占总产量的

$(’以上$ 近几年重点推广加工专用品种大西洋%
夏波蒂# 此外还有鲜薯食用品种费乌瑞它% 底西

芮% 早大白等$ 每年外销马铃薯 #%(2!(( 万 1 左



右! 留 种 !" 万 #! 食 用 "$ 万 #! 饲 用 !" 万 # 左

右" 全市成立马铃薯营销协会 %$ 多家# 贩运大户

%$$ 多家# 参与马铃薯营销人员在高峰期达到 &$
多万人" 我市马铃薯远销全国 &’ 个省! 市! 自治

区以及蒙古! 朝鲜! 韩国!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并且与国内外一些久负盛名的加工企业建立了稳定

的购销伙伴关系"
!"# !"#$%&’

近几年全市随着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和市场需

求的变化# 对加工专用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尽管

我市马铃薯种植规模较大# 但加工专用品种数量较

少! 产量较低# 远远满足不了加工企业的需求" 目

前适合加工全粉! 薯条! 薯片的专用品种供不应求#
只能用紫花白作为替代品种# 生产出来的产品产值

和利润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 加快建设一批规模化!
标准化的马铃薯加工专用薯生产基地是当务之急"

$ &%种薯基地建设& 以乌兰察布市农科所! 乌

兰察布市种子公司! 福瑞特公司组培室为依托# 生

产优质马铃薯试管苗# 供给各种苗生产基地" 生产

计划为指导性计划# 以市场为导向# 以技术为依

托# 辐射到全市" 同时根据龙头企业的生产需要和

市场# 安排品种布局’ 根据区划安排品种的种植"
$ !%加工原料薯基地建设& 目前企业使用的加

工全粉! 薯条! 薯片的原料品种主要为大西洋! 夏

波蒂" 根据我市上述两个品种的种源情况# %$$(
年安排种植大西洋原种田 %)’*’ +,%# 预计生产原

种 ( "$$ ## 商 品 薯 田 & %(" +,%-预 计 生 产 商 品 薯

%*)) 万 ## 商品率按 !$.计算# 可生产合格商品薯

&*/)& 万 #’ 种植夏波蒂原种田 &%"*/ +,%# 预计生

产原种 % )"$ ## 种植商品薯 )(! +,%# 预计生产商

品薯 / "$$ ## 商品率按 !".计算# 可生产合格商

品薯 ( ’!" ## 可解决富广公司部分原料供应# 不

足部分收购种植大户! 农户的原料薯"
在区域布局上# 实行基地随种源就近安排种

植" 基地建设以乡村集中连片种植# 形成集约化生

产规模# 采取基地加农户的形式# 推广模式化栽培

技术措施# 做到统一布局! 统一防病! 分户经营"
企业与基地签定订购合同# 实行最低保护收购价#
大西洋! 夏波蒂最低保护价 0$$ 元(#1&"

目前我市的淀粉加工品种主要以紫花白为主"
紫花白在我市种植面积较大# 约占总播种面积的

0$.以上" %$$( 年# 以奈伦集团公司为依托# 建

成淀粉加工专用薯生产基地 ’ 万 +,%# 收购总产的

&2/ 达 到 %$ 万 # 以 上" 目 前 大 部 分 基 地 已 基 本 落

实# 并与农户签定合同# 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
$ )%以项目带动基地的发展# 近几年我们抓住

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 结合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

的实施# 多方争取项目# 带动马铃薯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 自治区发改委于 %$$% 年在四子王旗投资%$$
万元# 扶持富广公司搞基地建设# %$$) 年在察右

中旗投资 )$$ 万元扶持奈伦集团搞基地建设" 通过

对项目精心组织和实施# 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 年乌兰察布市种子公司向自治

区发改委申请) 建立加工专用薯种薯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获得批准# 今年开始实施" %$$( 年按照国

家对农业政策的落实# 自治区实施了农作物良种补

贴项目# 我市实施马铃薯良种补贴面积 0)) +,%-每
公顷补贴& "$$ 元# 共计补贴 &($ 万元" 此项目已

全部落实到位"

)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化进程的展望

$"% ()*#+,&’
马铃薯种苗种薯质量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马铃

薯种薯! 商品薯生产的产量和质量" 为建立标准

化! 规范化种苗生产基地# %$$( 年将乌兰察布市

农科所组培室扩建 )%$ ,%# 生产优质马铃薯试管苗

和微型薯$ ,34561#7895:% # 建立新型的! 适合当 前

马铃薯产业化发展形势的脱毒种苗! 脱毒种薯生产

体系"
$"! -.*#/012345673489:

当今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 一个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科学技术在科研和产业中的支撑作用# 产品

质量的好坏与科技贡献率紧密相关# 马铃薯脱毒种

薯生产的本源就是植根于生物工程技术" 因此# 我

们正在逐步研究建立一整套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

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技术和体系建设方案# 并且在

未来的几年当中付诸实施"
$"$ ();*7<=4>?@ABC

当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重开发! 轻科研的大

趋势# 育种和栽培技术的研究相对滞后于种薯生产

和产业开发" 我们应该认识到# 育种和栽培技术的

研究是种薯生产的基础之一# 其中包括马铃薯研究

和生产的诸多方面" 没有育种和栽培的研究和发

展# 种薯生产必将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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