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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WXH 梁善理! ’+"*%" # 男# 农艺师# 主要从事农业技术

推广和植物保护工作$

利用马铃薯茎尖脱毒技术# 开展无病毒马铃薯

种薯生产# 解决了马铃薯因病毒病退 化而减产的

问题# 从而使国内外马铃薯产量有 了大幅度的 提

高$ 荷兰% 加拿大% 英国等发达国家# 均有完整

的脱毒种薯生产体系# 种薯质量得到 了保证# 实

现了稳产高产$ 而我国单产仅 ’*** ./&001 2,$ 左

右# 低于世界平均单产 ’#))3$))) ./&001 2,$# 相

当于高产国的 ’4#$ 为此# 搞好马铃薯脱毒种薯生

产# 对于提高我地马铃薯产量# 缩短和发达 国家

产量差距# 加快发展农业经济意义十分重 大$ 要

做这项工作#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应该走依 法经

营# 标准化生产# 市场化运转之路$

’ 推广脱毒种薯生产是缩小和发达国家产

量差距的有效途径

病烂退化一直是困绕马铃薯产量的大难题$ 从

1* 年代起# 我国引入马铃薯茎尖脱毒技术# 解决

了马铃薯病烂退化这一难题# 在生产中 发挥了积

极作用# 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如黑龙 江省脱毒

薯平均增产 -56’ 甘肃省脱毒薯一般增产 "*6左

右’ 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地区推广跃 进品种# 脱毒

薯第一年增产 +57-6’ 第二年增产 056’ 第三年增

产 -06’ 我盟农业科学研究所对脱毒薯调查表明#
第一年增产 8&0906# 第二年增产 1+9’6# 第三年

增产 1’906$ 我旗脱毒种薯增产幅度也在 -*6甚至

更多# 生产达到一定规模$ 截止到 $**$ 年底# 已

在 5 个乡镇 ’* 个专业村建成网室 $$- 座# 生产原

种田约 ’’0901 :2$# 8& 个乡镇 $1 个自然村生产一

级种 -&& :2$# 81 个乡镇 $&5 个自然村生产二级种

薯约$000901 :2$# 总计达 #8$-98# :2$$ 由于脱毒

种薯的应用# 全旗马铃薯单产由 5& 年代初的 "&&
./ 提高到现在的 +&& ./$ 随着脱毒种薯生产体系

建 设 的 日 趋 完 善 # 栽 培 技 术 的 提 高 # 单 产 达 到

8$"&38"&& ./# 逐渐缩小和发达国家的产量差距$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前景看好# 是目 前提高产量

的有效途径之一$

$ 我地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存在的问题和

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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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年调查# 全旗从事脱毒种薯生产的有

" 家# 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 家# 而 " 家生产

单位资格完全具备的只有一家# 其余不 是注册资

金缺少# 就是没有经自治区种子管理部门培训考核

的技术人员# 或是没有一定隔离条件及适宜土壤条

件的种薯生产基地$ 结果是种薯生产遍布 $#" 个自

然村# 种薯% 商品薯混合生产# 技术含量低# 关键

环节控制掌握不够# 质量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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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旗种子管理机构没有成立# 执法和经营没有

分离# 脱毒种薯生产质量监督管理差# 加上有人钻

种薯补贴空子# 造成种薯纯度不够# 病 害发生较

重# 种薯产量不高$ 如多代薯 当原种或一 级种出

售# 扦插苗网室栽薯与多代种薯混淆合并出售# 种

薯投诉索赔事件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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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脱毒种薯生产经营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做法# 干部带头层层下达任务# 常常造成政府财政

补贴多# 产生效益差# 推广种植面积多# 符合标准

的少$ 只在建起网室多少座# 推广原种% 一级种多

少等数量上作文章$

v"+v察右中旗脱毒种薯生产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梁善理



! !" 典型示范差# 真正具有看 的见$ 摸的着$
见到效的脱毒种薯科技示范园区建的少% 有的 建

起来也是科技含量不高的一般园区% 起不到 典型

示范的作用#
! ""种薯经营的产前$ 产中$ 产后的科技全程

服务跟不上% 所有这些都制约了脱毒种薯的生产$
经营和发展#

" 发展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的方向与对策

加快我地马铃薯产业化发展% 搞好马铃薯脱毒

种薯生产是关键% 而种薯生产走依法 经营% 标准

化生产% 市场化运转之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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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脱毒种薯生产技术 要求和& 种子 法’ 规

定% 脱毒种薯生产必须实行许可证制度和资格认证

制度# 凡从事脱毒种薯生产的单位和 个人注册资

金$ 技术人员$ 生产基地必须符合要 求% 没资格

的不发生产经营许可证% 严禁无资格 单位和个人

从事脱毒薯生产经营活动% 保证脱毒 种薯生产 在

法制化$ 规范化轨道上良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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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严把脱毒种薯质量 关% 必须实行 标准化

生产# 组织执法$ 技术监督部门专家组制 定脱毒

苗$ 原 原 种$ 原 种$ 一 级 种 等 相 应 的 技 术 标 准%
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执行% 没 有的制订地 方

标准% 各级种薯的各个生产环节都要严格按 生产

标准执行% 以确保脱毒种薯达标# 为了加强监督%
技术人员要做好种薯生产的产前$ 产中服 务% 种

子管理人员% 检疫人员要进行产前$ 产中跟 踪监

测% 合格产品签发生产合格证% 相 应的标准包 装

标识都要齐全% 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外% 确 因

种薯问题如病烂率超标% 多代品种冒充原种 等造

成大幅度减产者% 追究生产单位和有关监 测人员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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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种薯生产经营宗旨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科技为支撑% 农民增收为目的% 立足自负盈亏$
自 主 经 营$ 自 我 发 展# 各 乡 根 据 不 同 气 候 特 点%
土质耕作条件% 以乡或以片设立淀粉加工种薯区(
薯片薯条加工外销种薯区( 呼$ 包$ 京$ 津食 用

种薯区# 各种薯区所需品种完全由市场决定% 什么

热销生产销售什么品种# 政府部门起组织引导资助

作用% 不再如同计划经济年代大包大揽下任务订指

标# 资金补贴逐渐向网室建设$ 扦插苗% 微型薯生

产方面倾斜% 使旗级脱毒种薯生产经营单位的网室

生产% 原种扩繁达到高标准$ 高质量% 生产的种薯

叫得响$ 销的出% 客商农户受欢迎% 从而在市场运

行中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使种薯生产企业实现稳步发展壮大% 充分

发挥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运作模式% 应做好四项

工作#
#$ 政 府 在 人 员 配 置$ 资 金 扶 植 上 给 予 优 惠 %

尽快实现种薯生产机械化$ 产业化$ 高科技化#
%$ 大立发展订单种薯业# 从目前看% 订单 种

薯业已收到好的经济效益% 受到广大农户欢迎% 今

后发展势头很好% 但要想常胜不衰% 必须有高质量

的脱毒种薯% 必须逐步取消政府补贴% 逐步实行市

场化运转# 政府应在市场开发$ 高科技投入$ 网络

销售方面给予资助% 防止个别年份种薯低价伤农%
经营企业亏损倒闭% 以保证订单种薯业的顺利有序

进行#
&$ 加强科技投入# 各地的马 铃薯协会要 真正

运作起来% 开展技术研讨% 解决 种薯生产中 的难

题# 同时要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法% 推广应用

最新适用技术% 以支撑脱毒种薯生产% 科技含量的

投入#
’$ 完善种薯生产体系建设# 完善脱毒种 薯生

产体系是马铃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而过去旗

乡村三级种薯体系名存实亡% 应建立科研院所! 或

马铃薯协会" $ 公司加农户新的发展模式# 旗马铃

薯协会主要负责上联科研院所$ 下联公司农户$ 出

台相应政策% 引进推广培训最新适用技术( 生产经

营种薯的公司负责脱毒薯的技术含 量高的网室 生

产$ 原种扩繁( 而农户! 村"负责一$ 二级合格种薯

生产% 每村必须有由马铃薯协会或公司培训的种薯

生产技术员 ! 名% 这种风险共担% 利益同享的新方

式的发展模式最有活力#
脱毒种薯生产走法制化% 规范化之路已显示出

强劲的市场生命力% 进一步发展完善% 将对我地马

铃薯生产再上新台阶产生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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