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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围场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的过渡带
，

为

阴山山脉
，

大兴安岭山脉的尾部和燕山山脉的结合

部
，

海拔高度在 ���
一���� � 之间

，

年平均气温

在一�
�

�一���℃之间
，

气候冷凉
，

昼夜温差大
，

土壤

多数为沙壤土及壤土
，

年降雨量在 ������� �� 之

间
，

正常年份基本能满足马铃薯生长需要
，

适宜马

铃薯生产
，

有着悠久的马铃薯种植历史
，

交通便

利
，

接近我国中心地带
，

辅射面广
，

是农业部命名

的第一批国家级马铃薯生产基地县
，

是
“
中国马铃

薯之乡
” ，

属北方马铃薯一季作产区
，

年种植马铃

薯面积稳定在 �。 以�〕 �时
，

年产鲜薯 �一�亿 ��
，

平

均产量达 巧�� �洒��时 左右
，

已初步形成马铃薯

产业化趋势
，

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收稿 日期
� �州只 一

��
一��

作者简介
�
王秀艳 ����一�

，

女
，

蒙古族
，

农学学士
，

高级农

艺师
，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

� 产业现状

�
�

� 生产现状

���品种结构
�
按照用途形成了以鲜食菜用薯

、

南方种用薯为主
，

淀粉加工用薯和炸条
、

炸片用薯

用纯鸡肥 �����妙��，

施用碳钱 �����妙�，，

马铃

薯平均产量为 ������妙�，，

最高的为 ������梦

��
，，

最低的为 ����� �妙澎
，

而对照户�未养鸡户�

平均施用碳铰 �����妙时
，

无有机肥
，

平均马铃薯

产量仅为 ����� �妙时
。

���� 年养鸡户平均施用纯

鸡肥���� �沙�，，

施用碳馁 �����妙�，，

马铃薯平

均产量为 ����� �妙耐
，

而对照户平均施用碳铰

����娜��，

平均马铃薯产量仅 ������妙��，

对比

产量差异极为悬殊
。

为了探索马铃薯施肥规律
，

我们进行的马铃薯

最佳施肥试验表明
� �与 ����的最佳配比为 ���

。

开

展的马铃薯高产栽培模式研究表明
�
其施肥量应为

� ���
�

�一���
�

��妙��，

���
���

�

��一���
�

���妙�，。

�
�

� 合理密植

在充分发挥单株生产潜力的同时合理的种植密

度是夺取马铃薯增产的关键
，

开展的马铃薯高产栽

培模式研究表明
�
山旱地马铃薯的合理种植密度为

�����������株��耐
。

在种植时应按照高肥力稀

植
，

低肥力密植的原则
，

充分发挥单株及其群体的

增产优势
。

�
�

� 推广节水栽培技术措施

据延安市试验
，

利用大垄沟栽培马铃薯
，

最高

产量达 ������妙�，，

平均 ����� �妙�，，

是传统

平作的 ���� 倍
，

是水平沟种植的 �
�

��一�
�

�� 倍
。

大

垄沟种植时每次 �� �� 以下降水不发生径流
，

�� �� 降水的 ���拦蓄人渗
，

充分发挥了保水
、

保肥增产的目的
，

提高了降水利用率
。

�
�

� 积极推产脱毒马铃薯

脱毒马铃著的增产效果已被国内外实践所证

实
，

增产幅度达 ���一
���

。

目前全国已大面积推

广应用
，

而陕北地区脱毒马铃薯应用面积极为有

限
，

因此
，

建议积极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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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的品种结构格局
。

主要马铃薯品种有
�
克新 �

号
、

早大白
、

荷 巧
、

渭变
、

春薯 �
、

夏波蒂
、

大西

洋
、

布尔斑克
、

��� 等
。

���生产布局
�
现有韦杜也����� ��气常自荆植马

铃薯���心〕 ���，

占耕地面积的 �����
。

目前
，

在县

城以北海拔 ��� � 以上的几个作物主区都大面积种

植马铃薯
。

���栽培水平
�
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

，

围场

马铃薯生产基本上都是人工畜力播种
，

靠天吃饭
。

从 ���� 年围场才开始机械化种植马铃薯
，

并相继

推广了地膜覆盖种植技术
、

种薯繁育技术
、

大垄密

植高培土技术
、

病虫害防治技术和鲜薯贮藏技术

等
。

目前一些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正在引进现代化

喷灌设备
，

推广先进的喷灌技术
，

从而解决了围场

马铃薯生产乃至整个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问题
。

�
�

� 科研体系

有负责马铃薯新品种选育
、

引进
、

试验
、

示范

工作的马铃薯研究所
。

目前
，

该所共储备了不同类

型
、

不同淀粉含量
、

不同熟期
、

宜油炸
、

耐贮藏的

品种�品系����多个
，

形成了种用品种
、

菜用品

种
、

炸条炸片品种
、

高淀粉品种相配套的品种储

备
，

并实现了微型种薯工厂化生产
。

�
�

� 加工结构

围场马铃薯加工业相对单一
，

主要以淀粉和淀

粉制品加工为主
，

有年产精淀粉 ������的
“
双九

”

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
，

年产 ���� �的山湾子淀粉

加工厂
，

年产 ���� �的棋盘山银海淀粉加工厂
，

年产 �����的广发永长虹淀粉加工厂
，

全县马铃

薯加工厂计 ���� 个
，

年加工转化马铃薯 �亿 ��
，

产值 �
�

�亿元
，

加工增值 ���� 余万元
。

�
�

� 贮藏情况

马铃薯贮藏正在由一家一户的小土窖贮藏向能

通风调温调湿的现代化贮藏发展
。

目前
，

拥有贮量

������的大型现代化贮藏窖 �个
，

贮量 ����� �的 �

个
，

较具规模的贮藏窖�贮量在 �� �以上 ���� 个
，

农民一家一户的土窖未统计
，

贮量已达 ����万 �。

�
�

� 销售体系

以专业种植马铃薯的公司和种植大户为龙头
，

围场每年为广东
、

福建
、

浙江
、

江西
、

江苏
、

大

连
、

青岛
、

辽宁
、

山东
、

上海及京津唐等 �� 个省
、

市和地区提供不同品种的优良种薯 �
�

�亿 ��
，

菜用

薯 �亿 ��
，

炸条
、

炸片用薯 ��� 万 ���

�
�

� 质量保障体系

马铃薯种薯生产
、

丰产栽培
、

田间病虫害防

治
、

收获
、

运输
、

贮藏等环节
，

严格执行《河北省
脱毒马铃薯生产地方标准》

，

并通过马铃薯病毒检

测室对质量进行检测和管理
，

从而基本保障了种薯

及其它用薯的质量
。

�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 品种结构不尽合理
、

与马铃薯产业化发展需

要不适应

从 ���� 年开始
，

围场共进行了四次马铃薯品种

更新
，

每一次更新都给马铃薯种植业带来了一个飞

跃和发展
，

但就目前该县马铃薯的品种结构看
，

仍

然存在不少问题
。

比如
�
鲜食菜用薯存在商品质量

差
，

南方种用薯品种单一
，

淀粉加工用薯淀粉含量

与产量偏低
，

而炸条
、

炸片用品种只有从国外引进

的夏波蒂
、

布尔斑克
、

���
、

大西洋等
，

且相对种

植面积小
，

不能适应马铃薯产业迅猛发展的需要
。

�
�

� 栽培耕作方式落后
、

严重影响马铃薯产量和

品质的提高

��� 围场的一些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
，

正利用

先进的马铃薯机械化生产
，

严格按照马铃薯生长需

要和不同用途进行肥水管理
、

农艺措施
、

病虫害防

治等
，

其产量已达到 ����
一���� �创��� �耐

，

但是

这些先进的栽培技术农民接受起来却相对较困难
，

他们仍固守着传统的马铃薯生产方式
，

采用小垄密

植
，

使产量低
，

病害严重
，

田间光合结构不合理
，

商品率低
。

���农民由于多年连作造成病害 日趋严重
，

特

别是以环腐病和丝核菌引起的马铃薯块茎的内部障

碍病害
，

使种薯和商品薯的质量下降
。

��� 基于成本投人的原因
，

农民根本不接受马

铃薯病虫害防治以
“
预防为主

，

防病不见病
”
的原

则
，

往往是等马铃薯田得了病虫害才急于用药
，

造

成防治效果不好
。

��� 大部分农民由于缺乏对新品种及脱毒种薯

的了解
，

长期以来采用 自留种薯或 自行调换种薯
，

不能严格按照种薯级别应用于生产
，

致使因种薯退

化造成减产或病虫害发生
。

���农民由于对市场预测能力差
，

又不能实现

定单农业
，

在种植上往往存在盲从心理
，

今年什么

品种畅销明年就种这个品种
，

结果造成供大于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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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增产不增收
。

�
�

� 科研经费投入相对较少
，

农业科研人员队伍

老化
，

农民素质巫待提高

��� 由于围场是国家级贫困县
，

尽管县委
、

县

政府做出了
“
举全县之力发展马铃薯产业

”
这一重要

举措
，

近年来也不断加大在农业科研上的投人
，

比

如投人资金搞马铃薯种植机械研究与生产
，

通过扶

贫连续两年在全县第一批 �� 个重点扶贫村示范推

广脱毒微型种薯等
，

这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也推

动了全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

不过与围场马铃薯产

业迅猛发展对科研的需求
，

就显得非常之少
。

马铃

薯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实验设施
、

检测设备等较落

后
，

科研状况停留在 �� 世纪 �� 年代的水平
，

马铃

薯育种等工作基本未开展
，

更谈不上根据围场

的特点和市场需要进行马铃薯专用品种的育种等

工作
。

���从事农业科研的技术人员太少
，

而专门从

事马铃薯产业研究的人员则更少
，

比如马铃薯研究

所只有 �名高级农艺师
，

而农机研究所仅有 �名高

级工程师
，

缺乏从农业院校毕业的年轻人充实到农

业科研队伍中来
，

致使农业科研队伍人员老化
，

知

识断层
，

跟不上产业发展的要求
。

���农民素质偏低
，

在家务农的农民中初中以

上文化的只占���
，

农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差
，

严重制约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

�
�

� 加工销售带动能力差
，

产业链条不完整

��� 马铃薯加工业主要是以淀粉和淀粉制品为

主的低附加值的初加工
，

尽管加工厂众多
，

但家庭

小作坊式加工厂多
，

精加工
、

规模大的加工企业

少
，

产业效益不理想
，

并且存在着因各加工厂没有

专门的高淀粉品种
，

没有 自己的繁育田
，

没有贮藏

库等
，

只能收购农民不能作为种薯或菜薯等销售的

产品
，

从而造成加工时间短
，

不能按设计加工能力

满负荷生产
，

全年大部分时间停产
，

淀粉出产率

低
，

成本较高
，

严重影响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
。

���围场作为马铃薯种植大县
，

目前尚无一家

马铃薯深加工企业
，

造成产业链条不完整
，

不能有

效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

另外
，

围场缺乏统一的市

场销售组织
，

客户和农户直接打交道
，

而农民缺乏

对全国市场情况的了解
，

要么是价钱太高
，

把客户

吓跑
，

要么价钱太低
，

影响经济效益
，

这对整个马

铃薯产业的发展是致命的制约因素
。

� 发展对策

�
�

� 引进
、

培育专用品种
，

合理规划生产布局

针对围场马铃薯品种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

积极

培育适合围场气候特点和市场需要的专用品种
，

加

大新品种培育和引进力度
，

适时调整品种结构
，

重

点发展高产抗病
、

淀粉含量高的适合加工淀粉用的

高淀粉含量品种 � 干物质含量高
、

还原糖低
、

外形

适合炸条
、

炸片的品种等
，

并在生产布局上将同类

型品种集中种植
，

尽快实现马铃薯生产专业化
、

标

准化
、

优质化
、

规模化
。

�
�

� 推广高产栽培技术
，

实现规模效益

除了普及应用脱毒种薯外
，

要推广配方施肥
、

地膜覆盖
、

大垄密植
、

高培土
、

种薯繁育
、

病虫害

综合防治
、

鲜薯贮藏保鲜技术等
，

把农民传统种植

经验和现代化高产栽培技术结合起来
，

努力提高产

量
，

实现规模效益
。

��� 加大科技投入
，

拓宽营销渠道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以马铃薯研究所
、

农机研究所和龙头企业

为重点
，

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

在基础设施建设
、

实验设备
、

检测设备更新上予以重点扶持
，

打破机

构改革时期的用人制度
，

给科技人员特殊政策
，

将

一批农业院校毕业的热爱农业生产和科研的新人充

实到农业科研队伍中去
，

并不断对现有人员通过多

渠道进行知识更新
、

技术培训
，

迅速提高业务水

平
，

把围场的马铃薯研究工作搞上去
。

��� 与县内外加工企业及广大客户建立密切联

系
，

逐步实现定单种植
，

建立
“
中国

·

围场马铃薯商

务网
” ，

通过网络使围场马铃薯产业走向国内外
。

���从相关部门抽调一批懂营销
、

善交际人员

组成专业营销队伍
，

扶持一批专业贩运户
、

营销能

人
、

中介组织
、

农民协会等
，

在全县建立起高素质

的营销队伍
，

拓展马铃薯营销渠道
，

统一销售价

格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 � 培育加工龙头企业
，

发展马铃薯产业

面对我国深加工业的发展格局及市场前景
，

围

场要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精包装上打品牌
，

提高附

加值
，

着眼于深加工
，

注重投资小
、

见效快的休

闲
、

膨化食品
，

瞄准全粉
、

雪花粉
、

淀粉进一步加

工为变性淀粉及条片加工
，

并使粉条
、

粉丝
、

粉皮

等大众淀粉食品提档增值
，

从而依靠深加工业带动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