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产业是投资少! 周期短! 见效快! 具有

广阔发展前景的产业! 也 是滕州的优 势产业" 自

!" 世纪 #"$%" 年代在我市种植以来! 面积不断扩

大! 单产不断提高! 到 !""& 年马铃薯栽培面积在

!!’ 万 ()! 以上! 其中设施栽培# 早春拱棚栽培$ 秋

延迟栽培% 达 ’""以上! 平均单产 !*+" ,-.%%’)!!
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和全省平均水平" !""" 年

滕州市被农业部命名为& 中国马铃薯之乡’(
滕州鲜食马铃薯具有资源利用率高$ 经济效益

好使等优点) 优越的地理环境及适宜的温$ 光$ 热

条 件 使 滕 州 市 马 铃 薯 病 害 少! 农 残 少! 品 质 优"
!""/ 年 "0! 万 ()!& 金曙王’牌马铃薯通过绿色食品

认证"
面对我国加入 123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发挥

优势! 突出特色! 做大$ 做精$ 做强马铃薯产业!
发展马铃薯经济! 对优化滕州市产业结构! 提高农

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 产业现状

!"! !"#$%&
根据我国生产现状! 种薯投入和产出比为 /*

’! 近年来! 滕州市每年需种薯量为 % 万 4 以上) 从

东北+ 内蒙等地调入的种薯由于品种混杂! 退化严

重! 产量无法保证" /55# 年我市建立了植物组织培

养中心和微型薯本地纱网快繁中心! 在黑龙江$ 内

蒙古等地建立了繁育基地! 满足了生产用种要求!

脱毒种薯应用面积达到 5’"以上! 增产效果显著"
进入 !" 世纪 5" 年代以后! 国内主要的马铃薯植物

组织培养机构和科研院所! 直接来滕州销售微型薯!
促进了群众自繁自用的形式" 仅 !""/ 年! 微型薯销

量就达到 / 万 ,-" 自繁自育体系确保了群众对脱毒

种薯原种一$ 二级的运用! 达到了生产良种化! 成

为全国利用脱毒种薯量最大的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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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围绕提高单产$ 增加效益$ 安全生产的

目标! 组装构建了生产技术体系! 保证了马铃薯栽

培水平的不断提高! 栽培面积迅速扩大! 社会化服

务逐渐升级! 促进了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0!0/ 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基本完善

自!" 世纪 ’" 年代起! 研究了春薯催芽$ 保种

, 脱毒快繁$ 阳畦保种$ 异地繁种% $ 适期播种$ 合

理密植$ 增施底肥$ 起垄种植$ 配方施肥$ 增施钾

肥$ 病虫害防治- 秋薯适期早播$ 整薯催芽$ 一促

到底$ 中耕培土$ 看天收获$ 苗期防热害! 组装完

善了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在生产中取得了理

想的效果)
/0!0! 间套复种方式灵活多样

自 !" 世纪 ’" 年代末就开始研究马铃薯间套栽

培技术! 重点研究了两种两收$ 三种两收$ 三种三

收$ 四种三收$ 四种四收$ 五种四收等多种间套技

术) 主要推广的类型为两薯一粮$ 两薯一菜$ 两薯

二油$ 薯粮菜$ 薯油菜$ 薯菜菜$ 薯薯粮等) 这些

技术充分体现了马铃薯产区栽培的多样化和马铃薯

是一种亲和力强的间套负重作物)
/0!0& 创造了设施栽培技术体系

阳畦保种的启迪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推进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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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栽培在马铃薯生产上的应用! 在设施栽培上" 实

现了茎尖组织培养# 微型 薯雾化栽培# 三膜# 两

膜# 地膜# 秋延迟# 日光温室和钢架大棚栽培等系

列栽培模式! 据 !""# 年 统 计" 滕 州 市 !!$ 万 %&!

马铃薯" 设施栽培面积达 ’""以上" 其中钢架 及

竹木大拱棚种植面积达 "!’ 万 %&!! 设施栽培使马

铃薯效益稳步上升!
()!)* 标准化栽培正在兴起

加入 +,- 后" 依据国际市场需求" 滕州市加

快了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的构建! 滕州市委# 市政

府相继发文" 并举办了有关的培训班" 推进了标准

化建设! 产区内通过广播# 电视# 标语# 黑板报

等形式" 宣传农业标准化技术知识" 形成了良好的

氛围! 马铃薯栽培地方标准 !""! 年已经颁布实施!
!"# !"#$%&

滕州市非常重视马铃薯科技研究和科技网络建

设"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在科技公关上" 先后

被山东省科委立项 ./ 项# 枣庄市科委 .# 项# 滕州

市科委 !! 项" 累计 *0 项" 分别针对马铃薯生产中

的热点# 难点进行了科技公关! 积极开展对外技术

合作与交流" 同日本# 加拿大# 荷兰等国家进行了

学术交流" 与山东农科院# 天津农科院# 黑龙江#
内蒙古等 ." 多家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滕州

产区的薯农分别到苏鲁豫皖等地指导马铃薯的生产

近千余人次! 相继建立了植物组织培养中心# 澳丰

种业# 科技开发中心# 马铃薯产业协会等科技推广

组织" 造就了一批马铃薯专业技术队伍和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农民科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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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 地处苏鲁豫皖交界的

淮海经济区中心" ."* 国道# 京沪铁路# 京福高速

公路贯穿南北" 由于滕州市优越的交通条件" 马铃

薯的生产# 销售已初具规模" 商品薯上市季节" 吸

引了南到广东# 北到黑龙江的广大客商不断涌来"
逐步成为全国中东部商品薯的销售中心! 而且" 产

地都有众多的中介机构" 是山东省较大的产地地头

市场! .111 年市政府开通了因特网的网上销售工

作" 扩大了滕州市马铃薯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知名

度和销售网络" 产品销往国内各大中 城市和俄罗

斯# 日本# 韩国及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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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国内 * 月份以前的市场" 是南方鲜薯的上

市季节" ’ 月份以后" 是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

鲜薯上市活跃季节! *#’ 月是国内马铃薯鲜薯比较

空缺的季节" 属于马铃薯鲜薯供应的淡季! 滕州市

马铃薯春薯由于采取选用脱毒早熟 品种# 设施栽

培" 栽培模式多" 而且" 滕州市农民对鲜薯贮存经

验丰富" 充分利用气调库# 地下室# 地窖 贮存鲜

薯" 使鲜薯上市期长" 从每年 * 月份上市可一直持

续至来年 # 月份" 可以源源不断的满足市场需求"
正好填补国内市场 *#’ 月份鲜薯空缺的季节!

! 发展思路

马铃薯是滕州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面对我国

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加快马铃薯产业的升级" 提

高加入 +,- 后滕州马铃薯产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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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农户利用微型薯自繁种薯占有一定的比

例" 但是一家一户自繁的种薯质量差别大" 而且数

量有限" 仍有一部分脱毒种薯需从北方调入! 但由

于政府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加上检测体系无法适应

市场" 致使种薯市场混乱" 以次充好" 质量难以保

证! 有必要对滕州市内马铃薯供种市场进行整顿管

理" 规范经营" 明确脱毒种薯的来源" 代数" 确保

生产用种的安全! 农业部门要充分发挥种薯调运与

供应的主渠道作用" 统一调剂脱毒种薯" 除在自己

基地内调种外" 与信誉良好# 技术雄厚# 有质量保

证的繁育供种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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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滕州马铃薯在国内外

有一定的知名度" 特别是春季马铃薯在全国具有很

强的竞争优势! 在$ 金曙王%商标注册的基础上" 叫

响品牌" 进一步争取著名标牌# 标识" 扩大影响"
增加知名度! 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潜力" 强化营

销观念" 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满足不同地区#
不同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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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马铃薯销售市场由市级滕州市蔬菜批发

市场# 主产区镇级批发市场及生产集中面积大的村

产地初级市场相互配套" 分级管理" 工商# 交通#
公安# 农业等部门协调管理" 改变目前马铃薯销售

市场混乱的局面! 初步由农业科技部门制定包装#
标识和鲜食型黄皮黄肉商品薯等级标准" 目前市场

滕州市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思路&&&张家森" 黄有惠" 马海艳" 等 B!0#B



上正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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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滕州市马铃薯上市早" 品质优良的优

势# 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扩大面积# 大力发展无公

害绿色食品! 同时# 推广主产区农资连锁" 农产品

销售专营区或专柜# 基本实现生产环境优美化# 在

生产区实现施用生物有机肥" 配方施肥# 在病虫害

防治方面达到无公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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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滕州市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 销售方面

问题的突出# !"""!!""# 年在全市成立了马铃薯产

业协会" 蔬菜产销协会# 它们由企业老板" 专家技

术人员" 中介组织和基层农户组成! 引导这只庞大

的队伍# 不断研究国内外市场的变化# 根据市场的

需求抓品种" 抓面积" 抓销路# 从产前" 产中" 产

后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产业协会的作用# 降低滕州市

马铃薯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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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当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形势#
把马铃薯作为滕州的支柱产业进行发展# 在政策"
科技" 投资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和引导! 通过政策

引导" 科技扶持" 融资支持" 市场主导# 将马铃薯

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滕州市经济的$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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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马铃薯发展现状

青海省马铃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 个阶段& 即

解放前的自由种植生产期" !" 世纪 $"1-" 年代的

低水平徘徊期" !" 世纪 -"1)" 年代的马铃薯生产

的低速增长期" !" 世纪 2" 年代后的马铃薯快速增

长期 3’4! !" 世纪 2" 年代以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

青海省的马铃薯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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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马铃薯的单产水平从 ’2-) 年恢复以来#
增加的速度比较缓慢# 直至 ’22! 年# 单产水平呈快

速发展趋势# 到 !""’ 年# 达到 !! 5678!# 比 ’2-) 年

的 ’"(%) 5678! 提高了一倍! 到 !""! 年# 青海省的马

铃薯种植面积达 *(- 万 78!# 总产量达 ’%" 万 5!

&"! :;6efgh1ijklm-.
青海省马铃薯生产在 -" 年代以前# 每年有 $"

万 5 左右作为鲜食# 占全年生产总量的 2"9# 品种

也以单一的食用型 为主# 主要 是下寨 *$" 高原 %
号" 高原 # 号" 高原 $ 号" 高原 * 号" 高原 - 号"
高原 ) 号等品种! 目前# 随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

大和总量的增加# 以及加工企业的逐渐起步#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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