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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渭源县农牧局
，

渭源 ������

摘 要
�

分析 了渭源县马铃薯良种产业发展的优势
�

自然资源优势
、

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等 �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品种结构单一

、

年脱毒种薯繁殖量少
、

组织化程度低
，

市场开拓不力等
。

提 出

了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
建议以企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的脱毒良种快繁体 系

、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

成立

良种协会
、

加决马铃薯专用型品种的引进筛选和培育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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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县位于甘肃省中南部
，

总面积 ����
�

��

�砰
，

属黄土高源边缘与西秦岭北坡地带
，

境内

鸟鼠山系由南向北延伸
，

把全县分为东西两半
，

为天然分水岭
，

岭东为渭河流域
，

岭西为挑河

流域
。

海 拔 ����
����� �

，

年 平 均 降水 量 为

���
�

� ��
，

且集中在 �
、

�
、

�三个月
，

无霜期

��� �左右
，

年平均温度 �
�

� ℃ ，

尤其是夏季凉

爽
、

湿润
，

是全国的马铃薯 良种繁育基地之一
，

����年被中国农学会命名为
“
中国马铃薯 良种

之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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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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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渭源县农软局
，
助理农艺师

，

主要从事农业技术推及项 目管理工作
�

� 渭源县发展马铃薯良种产业的优势

�
�

� 自然资源优势

渭源县地处黄土高源边缘向甘南草原过度地带
，

海拔高
，

属二阴地区
，

日照充足
，

雨热同季
，

昼夜

温差大
，

土层深厚
，

土质疏松
，

土壤富含有机质和

钾肥
，

特别适合马铃薯的生长发育
，

降雨期与马铃

薯块茎膨大期相吻合
，

具有生产马铃薯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
。

以会川为中心的方圆 ����
，

是天然的

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之一
。

�
�

� 品种优势初步显现

长期以来
，

渭源县马铃薯良种年播种面积在 �

万 ���

左右
，

产量 ��万 �，

良种质量好
。

产品销往

甘肃省乃至全国其它省市
，

品牌优势明显
。

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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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害虫在发现时用毗虫琳 ���� 倍液喷雾
。

� 发展前景

��� 晋南平川区是全国的麦棉主产区
，

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
，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步人了新的阶

段
，

单一种植麦棉作物经济条件下的增产不增收现

象
，

一直困挠着晋南平川人民
，

见效快
，

省工时
、

效益高的马铃薯新型产业
，

会很快得到晋南平川人

民的认可而广为种植
。

��� 从晋南平川区新绛
、

临汾两大蔬菜批发市

场看
，

晋南平川区马铃薯产业开发
，

对内是 �一�

月份商品薯短缺蔬菜市场淡季的重要补充
，

对外可

通过国蒲铁路
、

大运公路
、

太旧高速公路满足全国

南北市场商品薯的需求
，

必将迅速促进马铃薯产业

化种植的进程
。

��� 马铃薯是一种产量高
，

适应性强
，

分布

广
，

营养丰富
，

经济价值高的宜粮
、

宜菜
、

宜饲
、

宜做工业原料的粮食作物
，

晋南平川区马铃薯种植

产业的兴起
，

能促进其系列产品的诞生和相应企业

实体的形成
，

增加了社会就业机会
，

服务业
、

运输

业也得到了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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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铃薯
，

第 �� 卷
，

第 �期
，

�以��

“
五竹

”

牌马铃薯良种商标
，

使渭源马铃薯良种的知

名度进一步提高
。

�
�

� 技术基础强

首先
，

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县马铃薯产业

发展局为主的技术单位
，

大多数干部从正规农业院

校毕业
，

从事过马铃薯脱毒瓶苗生产
、

原种及良种

繁育
、

田间管理等
，

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强
，

为全县良种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

其次
，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
，

当地群众总结出

了一套栽培
、

贮藏经验
，

技术实用性强
，

普及率高
，

为马铃薯良种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

� 交通便利

���
、

��� 国道从渭源穿境而过
。

马铃薯良种

发展较好的五竹
、

杨庄
、

会川都相邻国道
，

良种运

输极为方便
。

� 渭源县马铃薯良种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 品种结构单一

佃源县每年马铃薯播种面积 �万 �耐 左右
，

但

种植品种多以高淀粉型品种为主
，

其他类型品种种

植面积少
，

品种结构单一
。

� � 脱毒种薯年繁殖量少
，

难以满足需求

以县农技中心和县马铃薯发展产业局为龙头是

县脱毒种薯繁殖中心
。

农技术中心年生产瓶苗��万

株左 右
，

年生 产微 型 薯 ��� 万粒左右
，

原 种

����左右
，

是全县脱毒种薯的主要来源
。

这一数

量难以满足全县对脱毒种薯的需求
，

群众限于资金

等因素又很少从外单位引进
，

使得良种的种植年限

增长
，

种薯质量有所降低
。

脱毒种薯年繁殖量少
，

成为制约全县马铃薯良种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

�
�

� 组织化程度低
，

市场开拓不利

渭源县马铃薯良种生产多以单独户的分散经营

为主
。

象五竹镇良种繁育协会采取协会加农户的模

式
，

在全县其他地方优势还没有显现出来
。

由于农

户信息面狭窄
，

难以同外地客商联络
，

有时出现良

种积压
，

农户相互压价等情况
，

影响了部分乡镇农

户种植马铃薯良种的积极性
。

� 渭源县马铃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
�

� 建立以企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的脱毒良种快繁体系

优质高效的马铃薯脱毒种薯新型繁育体系
，

必

须建立在大幅度提高繁育效率
、

降低繁殖成本
，

形成

规模化
、

产业化种薯繁育能力的技术基础之上
。

通过

建立微型薯脱毒种薯龙头企业
，

走产业化经营的道

路
，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选择
。

由微型薯生产龙头

企业牵头
，

采取统一种薯供应
、

统一生产标准
、

统一

收购销售的办法
，

按照区域化布局
、

规模化生产
、

企

业化管理
、

市场不匕经营的发展模式
，

通过市场牵动龙

头企业
，

龙头企业带动马铃薯良种协会和基地
，

协会

和基地联合千家万户的形式把农户的产前
、

产中
、

产

后的服务统一起来
，

使之形成风险共担
、

利益均沾
、

互惠互利
、

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
，

逐步实现马铃薯

良种产业的规模化
、

产业化
。

�
�

�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马铃薯良种产业开发的难点和重点都在脱毒种

薯快繁体系建设上
。

政府必须加大对种薯繁育单位

的扶持力度
，

加大资金投人
，

协调贷款等
。

重点对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县马铃薯产业发展局以及协

会给予扶持
。

形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生产脱毒瓶

苗
，

县马铃薯产业发展局生产微型薯及原种
，

并提

供给协会或农户
。

通过以上途径
，

形成良种繁育体

系
，

促进马铃薯良种产业健康
、

稳步发展
。

�
�

� 以马铃薯良种协会为桥梁和纽带
，

积极拓展

营销市场
·

协会是上联政府和市场
，

下联千家万户的桥梁

和纽带
，

对内服务
，

对外经营
，

解决了政府无法解

决的问题
，

实现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

在渭源且

出现了像五竹镇良种繁育协会等成功的典范
。

应大

力引导
、

建立马铃薯良种繁育协会
。

由协会牵头
，

对内同农户签订良种收购合同
，

消除农户良种销售

的顾虑
，

对外积极拓展马铃薯良种销售渠道
。

�
�

�加快马铃薯专用品种的引进筛选和培育步伐

首先
，

在做好高淀粉型品种脱毒快繁体系建设

的同时
，

要引进适宜全粉加工型品种大西洋
，

薯条

形品种夏波蒂
，

适宜外销的早熟鲜食品种费乌瑞它

等专用型品种的脱毒快繁体系建设
。

同时
，

要探索

适合当地条件的栽培管理技术
，

选择适种区域
，

总

结出一套完整的适宜不同专用型品种的优质高效栽

培技术规程
，

生产出专用型合格的种薯和商品薯
。

其次
，

要加快专用型新品种的引进筛选
。

县农

技部门和省农科院会川试验点等单位紧密合作
，

根

据不同用途
、

不同加工方法
，

选育适合当地种植的

新品种
，

为全县马铃薯良种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品

种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