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青岛市马铃薯生产现状

青岛的马铃薯栽培历史悠久! 尤其是地处胶莱

河" 大沽河西岸的胶州市! 土壤肥沃! 灌溉条件良

好! 是我市马铃薯种植的主要地区之一# 长期以来!
当地农民就有生产和消费马铃薯的习惯! 近年来!
受市场经济的调节以及脱毒种薯的推广! 广大农民

科学种田的技术素质日益提高! 马铃薯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 逐渐形成了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优势$
现在胶州市的种植面积已达 ! 万 "#$! 占青岛市马

铃薯种植面积的 %&!$ 马铃薯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村

种植结构调整%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
虽然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世界第一! 但单产水

平却只有 ’( )*"#$! 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 )*"#$$
全 国 单 产 水 平 最 高 的 是 山 东 省 ! $&&& 年 平 均

-- )*"#$! 高产达到 ,& ) *,,."#/! 青岛市单产水平

略高! 为 -.0% )*"#$$ $&&- 年青岛农科院脱毒种薯

示范基地! 单产达到 ,10% )*"#$! 比未脱毒种薯增

产幅度达到 ,.0%!! 创山东省最高记录$ 这不仅体

现了青岛农民种植马铃薯水平高! 也表明脱毒马铃

薯增产效果相当显著$ 目前青岛市马铃薯种植面积

有 $ 万 "#$! 如果全部采用脱毒种薯! 按每公顷增

产 .0% ) 计算& 一般增产 -&2以上’ ! 那么青岛市的

马铃薯总产量将增加 +% 万 )! 那时 青岛的马铃 薯

单位收益将是全国最高$

$ 存在问题

!"# !"#!$%&’
青岛地区的主栽品种是鲜食品种鲁引 + 号! 另

有少量的大西洋% 花 %$% 等品种! 种植品种过于单

一! 已远远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因此必须

分析市场% 把握市场! 依据市场要求! 引进和选育

相应的品种! 以满足不同目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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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使用 营养钵进行 种薯繁殖! 在 栽培中

易感染病毒! 病毒在植株体内代代积累! 会造成种

性严重退化! 在大田常有 死苗现象! 造 成产量下

降% 品质降低% 大薯率下降% 薯形不整% 裂口等$
据报道! 世界范围内侵染马铃薯的病毒有 $& 多种!
类病毒 + 种$ 这些病毒中! 在我国常见的有 . 种专

门寄生于马铃薯上的病毒$ 青岛地区的气候! 有利

于蚜虫的传播和繁殖! 病毒病的危害也很严重! 脱

毒种薯退化较快$ 在青岛! 制约马铃薯产业发展的

病毒主要是马铃薯卷叶病毒% 马铃薯 3 病毒% 马

铃薯 4 病毒% 马铃薯 5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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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使马铃薯种性退化快! 这一方面刺激了庞

大的种薯市场发展! 另一方面也催生了种薯市场的

混乱$ 这是由马铃薯种薯的特殊性决定的$ 马铃薯

种薯是一种鲜活商品! 在 自然条件下 不能长期存

放! 并且马铃薯用种量很大! 每公顷需要 !%&& 67
种薯$ 青岛市马铃薯种植面积有 / 万 "#/! 每年种

薯需求量约 - 万多吨! 用种量相当大$ 利益的驱动

使种薯市场上品种杂乱% 劣质种薯充斥市场! 农民

虽然增加了购脱毒种薯投入! 收入反而减少! 马铃

薯种薯市场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脱毒

种薯的信任! 所以种薯市场急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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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马铃薯产业科技含量低! 资金投入少$
加工厂多为个体民营企业! 加 工数量小! 并 且设

备% 规模% 工艺技术的科技含量等方面远远不能满

足市场需求! 加工的产品多为粗制品! 存在着规模

小% 数量少% 产量低% 质量差的问题$ 应重点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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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有实力! 有发展后劲的马铃薯龙头企业" 其中

包括鲜薯收购! 外销! 加工" 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

链条# 一批龙头企业可以带活整个生产加工链条$
农民的产品有了销路" 没有后顾之忧" 会加大投入

成本" 扩大生产规模" 收购加工企业也会因此迅速

发展起来$

! 青岛市发展马铃薯产业的对策

青岛市要把马铃薯产业做大做强" 发展出口加

工型马铃薯产业" 有着天然的优势$ 首先是气候的

优势" 青岛市属于二季作区" 一年可生产两季马铃

薯" 由于气候适宜" 种植水平高$ 青岛市是一个开

放城市" 港口运输及陆路交通很便利" 对马铃薯的

出口及外调极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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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多年的主栽品种是鲁引 ! 号$ 虽说鲁引

! 号在产量和品质方面都比较不错" 但长时间的一

枝独秀已难以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随着洋快餐

的大举入侵以及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加工

休闲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就要求 品种的多样

化" 现有的单一品种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引进国

内外优良马铃薯品种成为当务之急$ 青岛市农科院

生物所近两年已陆续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 !" 多个"
并对引进的品种在实验基地进行了试种" 希望能选

出适合青岛地区种植的品种" 以满足市场的不同需

求" 形成既有鲜食品种" 又有加工型品种% 包括炸

薯片& 炸薯条& 加工淀粉’的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化

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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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茎尖组织培养技术" 进行马铃薯脱毒处理

是恢复种性最直接& 最有效的手段$ 它的原理是利

用病毒在植株体内分布不均匀和茎尖分生组织带毒

少的特点" 采用钝化病毒的热处理方法" 通过剥取

茎尖分生组织进行培养获得脱毒植株$ 目前除了类

病毒外" 绝大多数植物病毒都能通过茎尖分生组织

培养方法脱除$ 这一技术具有周期短& 效率高& 繁

殖速度快等特点$
脱毒微型薯在防虫网室内" 采用无土基质进行

生产" 定期更换栽培基质" 避免病原菌积累" 影响

脱毒微型薯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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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马铃薯应用效果明显" 并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通过茎尖脱毒技术" 将影响马铃薯产量和质量

的主要病毒脱除" 能恢复品种的优良种性" 使产量

平均提高 #""#%""" 并且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商

品率也大大提高$
在选择优良出口加工型品种的同时" 加快对引

进优良品种的脱毒与种薯繁育工作" 着重建立脱毒

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 以 尽快将脱毒 种薯推向市

场$ 青岛市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青岛市农科院

生物所" 经过近两年在胶州基地的示范推广" 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他们通过深入调查" 结合我市

的土壤& 气候条件以及农民的种植习惯" 初步建立

了符合青岛市实际情况的脱毒马铃 薯种薯繁育 体

系" 缩短了常规的供种时间" 用最短的时间为农民

提供高质量的脱毒种薯" 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及种

植习惯$
!%& EFCGH IJKL=>;5MNOP

建立基地包括两个方面( 种薯繁育基地和生产

加工基地# 利用基地的示范带头作用" 在推广脱毒

马铃薯的过程中" 注意培育发现亮点" 进行无公害

生产技术指导和服务" 总结经验" 树立发展马铃薯

产业的典型" 并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引导" 用典型经

验推动鲜销出口马铃薯业的种植# 青岛市农科院通

过近几年的示范推广" 已经在胶州的胶西& 胶莱&
平度的南村& 仁兆& 莱西的店埠等乡镇建立了示范

基地 ! 万余亩" 对推动青岛市马铃薯产业的发展起

了很大作用#
科企联合互动也是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一条

必经之路# 科企联合主要有两个方向( 其一通过与

农口企业合作" 如肥料& 农药等公司" 联合进行技

术培训" 以及良种良法配套的栽培模式" 建立高产

示范基地" 生产无公害的出口马铃薯# 其二是与马

铃薯出口加工企业联合" 通过他们提 供的需求信

息" 及时推广市场需要的出口加工品种" 满足市场

多元化的需求#
马铃薯的产业化是一个多学科& 多领域协同配

合的完整的系统工程" 品种& 种植& 加工等只是马

铃薯产业化整个大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有正

确全面认识和理解这个系统工程" 才能把马铃薯产

业做大& 做活& 做好& 做强" 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完

整配套的支柱产业的龙形经济# 只有全面认识这个

产业" 才能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把有关领域做好" 才

能促进马铃薯产业化蓬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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