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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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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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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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不同! 青海省培育和引进了菜用型的青

薯 !"#" 小 白 花" 费 乌 瑞 它! 高 淀 粉 型 的 青 薯 $
号! 以及炸片" 炸条型的大西洋和夏波地等品种!
菜用型" 高淀粉型和炸片炸条型的马铃薯种植比例

正在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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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以前! 生产的马铃薯基本上作为鲜食

和饲料! 加工和销售的比重很小! 大约只占 ’&($
随着马铃薯新品种的不断育成和推广! 脱毒技术的

使用和种植技术的不断提高! 全省马铃薯总产量提

高! 鲜食比例逐渐下降! 目前鲜食和饲用的比例占

全省总产量的 )* +$ 随着马铃薯加工企业的不断

兴建! 加工和销售比例不断上涨$ 目前全省加工企

业在 ’ 万 , 以上的有 ) 家! 全省总加工能力达到 )&
万 ,% 其 中 - 家 为 在 建 项 目 ! 加 工 能 力 -) 万 , 原

料& $ 加工产品也由原来单一的淀粉和粉条增加到

薯片" 薯条等产品$ 由于我省的马铃薯品质好" 个

大" 均匀" 口感好! 淀粉含量高! 在内地市场非常

受欢迎! 每年有 .* 万 , 销往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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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马铃薯的产量! 随

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种

薯的重要性! 慢慢地从自留种到定向购买种薯$
青海省满足马铃薯种薯种植条件的地域广阔!

生产环境优越! 如海拔 -")*/0’** 1 的脑山地区!
大部分地区土壤属栗钙土! 土壤肥沃! 且海拔高"
气候冷凉阴湿" 降水充足! 自然隔离条件好! 蚜虫

等传播媒介少! 非常有利于马铃薯种薯的生产! 该

区生产的种薯病害少" 退化轻" 丰产性好" 增产潜

力大! 是青海马铃薯种薯的主产区$ 而且生产的种

薯 0/. 年不退化! 加之青海省马铃薯脱毒 技术和

工厂化微型薯生产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脱毒

苗和微型薯不含 234" 235 和 2673& ! 脱毒种薯

生产体系基本建立! 病毒检测技术成熟! 种薯增产

高" 退化慢! 质量合格$
近几年来! 由 于充分认识 到马铃薯生 产 过 程

中种薯质量的重要性! 科研 部门对马铃 薯种薯的

生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建立了脱毒 种薯生产体

系! 控制种薯生产流向’ 其 次! 由于青海 省自然

生 态 条 件 特 殊 ! 是 理 想 的 马 铃 薯 种 薯 生 产 地 区!
青海省的种薯也正在作为一种特殊的 优势产品销

往省外$

$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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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马铃

薯作为休闲食品越来越成为时尚! 多层次" 高档次

马铃薯产品的市场需求日趋旺盛! 但炸条" 炸片"
高淀粉等加工型品种的马铃薯生产在青海省马铃薯

总产量中比重小! 许多淀粉加工企业在没有原料的

情况下! 对马铃薯品种的要求降到最低! 甚至将淀

粉含量低的菜用型和品种混杂的马铃薯作为原料来

加工$ 其次! 我省专用型马铃薯的总量在全国马铃

薯总产量的份额少! 难于主宰市场! 受国内马铃薯

生产形势影响! 价格波动大! 对青海省专用马铃薯

种植面积往往造成很大的影响$
目前! 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适宜炸条" 炸片等高

品质" 高产" 抗病" 商品性状优良的品种$ 国内种

植的炸片" 炸条型品种都是国外引进品种! 如大西

洋" 夏波地等! 这些品种对水肥条件和种植技术水

平要求高! 适应性差! 产量低! 退化快! 因此生产

这些马铃薯的投入和成本也相应较高! 国内急需培

育出自己的专用型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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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绝大部分马铃薯作为农民的主食" 蔬菜

或饲料! 只有少量超过农户自己需要量以外的马铃

薯才被出售! 其中食用和饲用部分占 )8(! 省外

销售占 0%(! 留种和其他占 %(! 加工能力弱! 只

占 "(! 同时! 由于信息和销售服务滞后! 还未形

成专业化的马铃薯销售体系$ 马铃薯运输销售规模

小! 销售量受外界的影响较大! 出售和加工量占总

产 量 的 .&(以 上$ 如 果 临 近 的 甘 肃 和 宁 夏 减 产!
我省的马铃薯销售就旺! 商品 率就高! 反之 则较

低$ 这对马铃薯产业的长期发展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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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贮藏技术和设施落后! 加之大部分加工部

门和企业加工规模小! 加 工设备落后! 科技含量

低! 资金投入少! 生产加工一直未纳入正常的发展

途径! 大部分产品为粗加工! 主要以淀粉和粉条加

工为主! 精加工产品很少! 而且加工数量小! 具有

高附加值的深度加工品还未起步! 如变性淀粉" 薯

条及薯片等! 因此! 难以带 动优质马铃 薯的区域

青海省马铃薯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探讨(((王 芳 m-))n



化! 专业化生产" 限制了马 铃薯加工产 品向高档

次! 高效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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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马铃薯种薯是高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其科学性! 技术性极强$ 由于优质脱毒种薯生产周

期长% 资金沉淀大" 生产成本高$ 我省现有的初级

种薯生产体系一直未能正常运转" 种薯生产规模仅

能维持在县级水平" 优质种薯覆盖面小$ 到 !""!
年" 我省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已达 #$% 万 &’!" 脱毒

马铃薯种薯种植面积只占全省马铃薯 种植面积 的

(" )" 且多为 ( 代或 * 代甚至 #! % 代等高代马铃

薯种薯" 种薯的丰产性能基本丧失" 马铃薯的单产

水平不均衡" 造成全省马铃薯总产量少$ 尤其是对

外制种几乎处于空白" 没有发挥出青海高原种薯生

产特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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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标准 化生产是指 对马铃薯种 薯生产的

产前! 产中! 产后及生产各 环节按一定 的标准进

行的质量控制$ 是提高马铃薯产品质 量的可靠保

证" 也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和保证农 民增收的 有

效手段$
青海省马铃薯种薯生产体系已基本建立" 除了

由技术部门控制的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质量有保证

外" 其他马铃薯种薯生产的等级和质量根本无法进

行保证$ 但总体而言" 种薯生产目前还没有质量控

制部门和完整的质量标准进行种薯生产的检测和监

控$ 随着马铃薯种薯生产的规模化和市场化" 马铃

薯种薯的标准化生产起到了保证种薯的生产和销售

质量的基础作用" 因此" 在我省建立马铃薯质检中

心和制定马铃薯种薯生产标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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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马铃薯生产地区海拔高! 气候恶劣" 自

然灾害频繁" 干旱! 霜冻! 冰雹常年发生" 农民没

有预防灾害的能力" 加上农业投入少" 马铃薯生产

地区大部分为旱地农业区" 水利设施和灌溉条件差"
只能靠天吃饭" 产量波动大" 对于马铃薯生产极为

不利" 对于青海省马铃薯的稳定发展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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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青海省尚没有马铃薯产业方面的信息服

务体系" 马铃薯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完全处在一种相

互独立的状态" 农户缺乏与外界的沟通" 不能获得

及时的信息" 生产和市场脱节的矛盾十分突出" 生

产多为农民根据自己对局部市场的了解和判断来安

排组织生产" 一般今年什么品种畅销" 明年农民就

纷纭而上" 盲目扩大生产规模" 产品卖不出去的现

象时有发生$
由于缺乏专业的中介组织和经纪人" 以及专业

集散市场" 配套的社会化服务没有跟上" 缺乏市场

信息" 农民进入市场十分困难" 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造成农民增加生产

投入和实施稳定生产的主要障碍" 限制了马铃薯产

业化上规模% 上水平$

- 建 议

充分认识和利用青海省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
利用已有的马铃薯品种资源" 培育出市场需求的加

工型品种" 生产合格的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 培育

市场和建立企业" 健全市场信息和服务$
’ .( 培育加工型品种# 目前" 我省已有从国际

马铃薯中心引进的马铃薯品种资源 !"" 余份" 充分

利用现有技术和这些马铃薯资源" 培育品质好% 适

应性强的高淀粉型% 炸片’ 条(型等新品种#
’ !( 加大专用型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满足省内

外加工市场需求# 近几年来" 青海省内相继建成马

铃薯加工企业" 加工能力在 !""* 年将达到 *" 万 /#
因此" 要加大专用型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在满足省

内加工企业的需求后" 供应省外市场#
’ -( 进一步健全种薯生产体系" 扩大种薯生产

面积" 立足本省" 面向西北" 生产出优质的马铃薯

种薯#
’ (( 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和经纪人" 建立健全市

场信息和服务体系# 中介组织和经纪人是马铃薯商

品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马铃薯种植户的利益

与中介组织和经纪人有着直接的关 系" 他们的成

熟" 意味着市场信息和服务体系得到不断的健全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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