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云南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云南省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在 "" 万 #$" 左右!
单产 !% &’#$" 左右" 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 由于

缺乏系统的优良品种选育体系和专门的良种繁育体

系! 生产上品种单一# 种薯严重退化! 严重制约了

当地马铃薯的生产和发展" !))! 年以来! 政府对

马铃薯研究和生产的投入加大! 从国内外引入大量

的品种进行评价# 筛选和推广 +!,$ 并在全省实施马

铃薯脱毒良种快繁体系建设" 对马铃薯脱毒良种快

繁# 推广应用# 丰产栽培等技术进行了攻关 +",! 建

立了包括优良品种资源的引进# 保存# 评价! 组培

脱毒快繁# 病毒检测鉴定! 温网室微型 薯无土栽

培# 各级良种繁育! 配套丰产栽培技术措施在内的

较为完善的良种繁育体系 +%-.," 脱毒良种 的大面积

推广使马铃薯单产和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由于云南省具有一年四季都能生产马铃薯的独

特优势! 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 国内外从事马铃薯

生产# 加工和销售的大批企业纷纷把 目光投向云

南! 寻找和建设自己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基地 +/," 大

量企业的加入促进了云南的马铃薯逐渐向专业化发

展" 在昆明! 有 / 家从事薯片加工的企业! 年加工

鲜薯达 0 万&! 形成了云南省马铃薯食品加工中心"
在宣威! 已建成了专业的马铃薯鲜薯外销交易中心

和年加工鲜薯能力达 !1 万 & 的淀粉加工企业" 在

生产上! 陇川建立了外销型鲜食马铃薯生产基地!
盈江# 东川分别建立了加 工型马铃薯 原料生产基

地+1," 可以说! 马铃薯研究和生产的专业化# 方向

化! 是我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趋势"
近 !* 几年来! 虽然对马铃薯品种的选育工作

有所重视! 但却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外引品种和实

生种子的评价# 筛选和利用上 +!," 从国内外引入的

大量品种很难适应云南的生态条件! 无法在全省大

面积推广$ 而实生种子的利用对马铃薯产业发展作

用是有限的" 从国际马铃薯中心引入的材料虽然在

云南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但都是资源材料! 在一些

性状上有明显的缺点! 难以直接利用" 由于缺乏系

统的良种改良和选育体系! 育出的品种难以满足专

业化生产# 加工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 云南省还没

有通过区试审定法定认可! 可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

的加工型马铃薯专用品种" 而马铃薯产业的迅速发

展促使生产上急需推广一批具有不同良好加工性状

的马铃薯专用品种" 因此! 整理# 评价云南省内的

马铃薯资源! 加快专用型马铃薯品种的选育的工作

已经迫在眉睫"

" 云南省马铃薯资源组成

目前! 云南省大面积种植的马铃薯品种依然是

米拉 % 2345& ! 在昭通# 曲靖# 昆明等省内三大主

产区的种植面积均超过 /*6" 此外! 合作 00# 中

甸红# 会7"# 丽薯 ! 号# 威芋 % 号# 宁 ! 号# 榆薯

89 等品种的种植面积较大" 而其它大量的品种种

植面积较小! 分布范围不大" 根据品种来源! 可将

云南省马铃薯品种资源分为四类’ 自选育和引进并

经多年种植的地方品种有’ 米拉# 会7"# 中甸红#
丽薯 ! 号# 品比四号# 宁蒗 ! 号# 宁蒗 " 号# 宁蒗

% 号# 丽薯 % 号# 丽薯 . 号# 丽薯/ 号# )( 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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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农 ! 号! 昙华克芋等" 这些品种大多都有一定的

种植面积# 是云南省马铃薯品种的主体之一" 其育

成方式有以下三种$ !从引进的实生籽后代中选育

而来" 上世纪 "#!$# 年代# 实生籽 的利用和推 广

极大地促进了云南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全省各地引

进了大量的实生籽组合# 并从这些组合和其自交后

代中选育出了一批品种应用于生产" 如丽薯 % 号!
丽薯 & 号! ’# 单选等" "从农家品种中单株选优"
如中甸红就是迪庆州农科所从当地红眼品种中选择

优良单株繁育而来" 从国际马铃薯中心引进! 选育

的 品 种 有 $ 合 作 $$! 合 作 !&! 合 作 %(!! 榆 薯

)*! 品系 &!!%! 品系 &!($! +,#%! +,#-! +,#$!
)./-’ 0%! 1 0%#$(! )1+!2! )1+&#-! )1+’#-!
)1+’#’! 合作 $2! 合作 $’"! $##’2-! 3%$ 等" 从

%’$( 年我国与国际马铃薯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以来#
引入了大量的资源材料" 由于云南省的生态条件与

国际马铃薯中心所在地秘鲁的生态条件相似# 从这

些材料中选育出的品种对云南的气候环境有很好的

适应性" 这些品种与自选育地方品种构成了云南省

马铃薯品种的主体# 种植面积占全省马铃薯总种植

面积的 ’#4以上" 合作 $$! 合作 !&! 榆薯 )* 三

个品种已经通过云南省马铃薯区域试验后审定命名#
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1+!2! )./-’0%! 10
%#$( 等品系曾一度在云南省大面积推广# 后来由

于晚疫病抗性下降而使种植面积减少" 由于这些品

种均是从资源材料中直接选育而来# 在生育期! 休

眠期等性状上有明显的缺点"
农家品种有$ 腾冲红! 鹤庆红! 邱北紫芋! 河

坝洋芋! 巴巴洋芋! 小乌洋 芋! 转心乌! 大 乌洋

芋! 剑川红! 东川马脚杆! 罗统紫芋! 南甸红! 大

红洋芋! 江川紫等" 这些品种种植面积很小# 只在

部分地区种植" 并具有以下特点$ !多 为紫皮或

红皮或紫心% "食味很好# 但各具特色% #抗病

性差# 产量低% $大多数无法考证其来源" 这些

品种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虽然不能在生 产上

大面积种植# 但具有对当地气候环境很好 的适应

性! 上佳的食用品质! 不易变绿等良好性 状" 作

为资源创新材料# 具有重要的育种价值"
外引品种$ 主要是近 %# 多年来从国内外引进

的品种# 不包括从国际马铃薯中心引 入材料" 有

威芋 & 号! 内薯 " 号! 昆引 - 号! 紫 花白! 台湾

红 皮! 东 农 &#&! 中 薯 & 号! 中 薯 2 号 ! 中 薯 (

号! 春薯 & 号! 春薯 2 号! 尤金! 超白! 早大白!
粉 吹 雪 ! 布 尔 斑 克 ! 宾 杰 ! 356789! :9;<7=>!
/5==565?! @5AB;55! 3C5D9>E! *F<7=FB?! 男 爵 ! 五

月皇后! .7G9;BF7 等" 这些品种数量众多# 各具特

色# 但绝大多数表现不好# 不适应云南的环境% 只

有少部分能正常生长" 能在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只

有从生态条件与云南相似的贵州威宁引进的威芋 &
号" 这类品种大多早熟! 薯形好! 加工品质优# 虽

然不能在生产上直接利用# 但可以从中筛选出好的

亲本作为资源材料加以利用"

& 展 望

回顾近 %# 年云南省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脱毒

良种繁育体系的建立对云南省马铃薯生产的促进最

大# 并形成了目前良好的马铃薯产业发展态势" 而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产

上需要更多的符合马铃薯市场要求的专用品种# 如

适合鲜食和外销的品种! 高淀粉品种! 炸片品种!
炸条品种等" 近 %# 多年的引种经验证明# 从欧美

以及我国北方引入的很多优秀品种都是在长日照条

件下育成的# 很难适应云南多雨潮湿的短日照气候

环境" 现有品种很难满足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要求"
只有建立起育种体系# 加快良种选育步伐# 不断有

新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能保持云南省马铃薯产

业的快速发展" 对云南现有的马铃薯品种资源进行

系统地整理! 评价和筛选是开展良种选育的前提"
云南有很多具有良好性状马铃薯品种资源# 有针对

性地对这些品种进行系统改良# 一定能选育出适合

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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