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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我市逐
步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粮经两用的马铃薯种植面
积�取得了明显成效；90年代初�按照发展商品
经济的要求�一手抓粮、一手抓钱�制定了马铃薯
等主要农产品基地发展规划�并积极组织实施�收
到了显著效果：“十五” 期间�各地将马铃薯工作
的着力点由基地建设转向产、加、销一体化�全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马铃薯生产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中的作用日渐明显；进入新世纪之后�如何
进一步发展马铃薯这种既当粮、又当菜�还可作为
加工增值重要原料的主栽作物产业�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下面�笔者仅就我市马
铃薯产业现状及发展途径谈些看法�供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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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现状
1∙1　生产现状

2001年�全市马铃薯种植面积5∙15万 hm2�
鲜薯总产49∙44万 t�平均产量9609kg／hm2�与
1949年相比�面积扩大2∙3倍�产量增长65∙1％；
与马铃薯生产历史最高水平的1992年相比�单产
低了27％�总产却减少36∙4万 t�单产降低
2∙7％；与同期国内平均水平相比�单产低
25∙7％�可见其生产潜力的开发空间还较大。
1∙2　品种利用状况

2002年全市马铃薯种植面积4∙46万 hm2�示
范种植品种25个。其中0∙33万 hm2以上的4个�
分别为小白花、青薯168、渭薯8号和天薯5号�
总面积2∙73万 hm2�占种植面积的61∙2％；渭薯1
号、克新2号、天引薯3号、天引薯4号、陇薯3
号、天薯1号、2号、3号、高原4号、7144、牛
头、深眼窝12个品种面积在667hm2至3333∙3hm2

以外地客商和大型加工企业为主�不断拓宽产品销
售渠道。
3∙5　贮藏科学化

马铃薯科学的贮藏方法应该是库贮、沟贮、窖
贮与喷施化学保鲜剂相结合。针对马铃薯主产区东
部六乡镇贮藏分散、规模小、品种混贮及贮藏手段
落后、烂薯率高的实际�为达到采用先进技术做到
一品一库进行保鲜贮藏�提高利用率和增值的目
的�2003年�已建成县级库容4000t 的脱毒马铃
薯贮藏库一座�温度和湿度根据需要随时调节�建
立乡级良种保鲜贮藏库10个�每个库容1107∙6
m2�年贮藏能力3000t。今后在贮藏方面�要不断

改进方法�摸索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尽快实现马
铃薯贮藏设施科学化。
3∙6　加工高、大化

以产品增值和为县域经济培植税源为目的�在
深加工上走高档化和大型化的路子。目前�年加工
原料10万 t�产出成品2万 t 的张家川县马铃薯清
真精品淀粉厂正在策划之中�已多次上报省、市有
关部门预以立项。另外�还要想方设法�招商引
资�利用目前国内外现代化设备和工艺�建立马铃
薯高档次的大型加工生产线�加工马铃薯系列高档
食品�以龙头企业进一步带动全县马铃薯的生产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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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总面积 1∙44 万 hm2�占种植面积的
32∙3％；陇薯1号、昆8、216－10、大白花、陇
薯4号、荷薯7号、8号、9号、兔儿咀九品种面
积均在667hm2以下�总面积0∙28万 hm2�占种
植面积的6∙5％。近年引进的大西洋、台湾红皮、
德尔蒙特、陇薯3号等专用品种目前正处于试验繁
育阶段�种植面积较小。
1∙3　栽培技术状况

在种植方法上�垄作栽培、坑种、深种浅盖土
等种植方式得到大面积推广；在多熟种植上�各地
利用克新2号等早熟品种�采取地膜覆盖方式�积
极开展了地膜马铃薯与其它作物的间作、套种和复
种�实现了一年两熟�塑料大棚、节能日光温室示
范面积正在逐步扩大�二阴、高山区也根据当地自
然条件�示范推广了多种形式的立体种植模式�取
得了较好效果；在施肥技术上�90％以上均实行了
氮、磷配方施肥�施肥方式也基本实现了穴施、条
施和深施�显著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在病虫害防治
上�扩大了脱毒种薯示范面积�农业措施和植保措
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方法得到进一步落实�以病毒
病、环腐病和晚疫病为主的三大病害发生流行得到
有效控制�70％以上马铃薯栽培能够按照技术规程
落实各项措施�平均增产幅度在20％左右�技术
水平明显提高。
1∙4　消费结构及加工销售状况

据初步估算�我市马铃薯鲜薯产量的35％用
作食用、15％用于留种�5％～10％用于粗加工、
40％～45％用于销售�其中市内销售占总销售量的
20％�外销约占总销售量的80％。目前全市有马
铃薯大小购销网点300多个�年销售鲜薯30万 t�
有淀粉、粉条加工企业250多家�年加工鲜薯10
～20万 t。秦安县叶堡、郭嘉等地发挥地域优势�
大力发展马铃薯加工业�已建成各类加工厂和作坊
149个�从业人员2500多人�年加工转化鲜薯1
亿多 kg�生产粉条、粉丝1300万 kg�已成为我市
及陇东南最大的粉条、粉丝生产基地�带动和促进
了我市及周边地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2　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
2∙1　有利条件
2∙1∙1　自然条件

天水市地处陇南山地与西北黄土高原交接地

带�山多川少�海拔760～3120m�高差悬殊�气
候垂直分布明显�年平均气温7～11℃�无霜期
140～200d�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500～610mm�
气候凉爽�土壤肥沃�非常适宜发展马铃薯产业。
2∙1∙2　技术优势

长期以来�经过各级技术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积
极努力�各地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丰产栽培
技术体系�其种植方式一改过去平作�普遍实行了
单籽单行或双籽双行垄作�整薯播种和坑种等抗旱
高产经验得到大面积推广；间、套、复种、立体种
植技术不断提高�产量效益逐步增加；以天薯系、
陇薯系为主的优质高产良种得到大面积推广；氮、
磷、钾平衡施肥和以基肥为主、基追肥并举的成功
经验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投入
意识�提高了施肥水平；以防治晚疫病、环腐病、
病毒病和中华鼢鼠为主的病害防治工作上了一个新

台阶�有效控制了其发生、流行为害�实现了丰产
丰收�良好的技术发展趋势�形成了新阶段马铃薯
产业发展的良好技术支撑。
2∙1∙3　市场前景

与80年代相比�我市马铃薯生产可以说是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了质的飞跃。马铃薯已
不是以前所说的 “三大粮食作物” 之一的概念�而
是上升到了特色产业的地位；马铃薯已不再是除了
食用之外�仅可换点油盐钱的小范围的商品性农产
品�而是逐步发展到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可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产业�它不仅蕴藏着
给广大群众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巨大潜力�同时也
有通过产业化经营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可能�市场
前景广阔。
2∙2　不利因素

一是群众的科技意识不强�一部分农民还认为
马铃薯是一种耕作粗放的作物�对农业新技术、新
品种的应用主动性较差�施肥、灌水不尽合理�高
产高效栽培技术较难落实；二是产业化经营水平不
高�大部分地方还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缺乏龙头带
动�外销缺乏稳定渠道�加工形不成规模；三是专
用品种少�各地品种主要以食用和淀粉加工品种为
主�其炸条、炸片等专用品种的引进示范才刚刚起
步�缺乏能够真正用于大面积示范推广的专用品
种；四是供销渠道不畅�由于市场供销体系不健
全�市场信息滞后�在加工、销售产品的收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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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生产者、供销商与加工企
业之间联系不紧密�生产者有产品�但找不到市
场；供销商有销路�但组织不起货源；加工企业有
加工能力�但没有适宜的加工品种的现象仍然存
在�从而�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3　产业发展途径

马铃薯作为增收潜力较大的粮菜兼用作物�在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市场体系日臻完善的今天�应
从建立种薯繁育基地、完善栽培技术、建立和健全
加工、销售体系等方面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入手�树
立品牌�逐步形成 “公司＋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
经营格局�进一步拓宽增收途径�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目标。
3∙1　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完善良种供应体系

要以我市张川县、武山县等高山冷凉地区为重
点�建立种薯繁育基地�按照食用、菜用、加工用
等不同用途�择优繁育优良品种。食用品种以天薯
5号、6号、昆8及青薯168、陇薯2号等为主；
菜用品种以克新2号、陇薯1号等为主；加工用品
种以大西洋、陇薯3号、天薯7号等为主。分乡
村、分区城�连片制种�并认真组织力量�落实各
项技术措施�加快种薯繁育新技术的应用�确保种
子质量。要将种子繁育与脱毒种薯生产相结合�防
止病毒侵染�提高种薯质量。在基地建设的同时�
各县区要选择适宜区域�做好品种扩繁基地建设�
提高繁育能力�使其形成市有种薯基地、县区有扩
繁基地、乡村有良种示范户的良种示范推广体系�
逐步将海拔1900m 以上的高山冷凉地区建成种薯
繁育基地�从而加快优良品种的示范推广步伐。
3∙2　注重技术创新�不断完善栽培技术体系

要不断引进新技术�加大试验示范力度�争取
在高产种植方式、抗旱播种、立体种植、平衡施
肥、科学防治病虫害等方面有新的突破。要大力推
广马铃薯综合栽培技术�着重抓好以脱毒薯为主的
丰产栽培�以宽窄行为主的垄作栽培�以间、垄、
复种为主的多熟种植�以早熟菜用薯为主的地膜覆
盖栽培�以防治环腐病、病毒病和中华鼢鼠为主的

病虫鼠害防治技术的落实�进一步规范各项栽培技
术措施�分门别类形成完善的栽培技术体系�重抓
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真正将技术措施落实到田
间�发挥技术效应�实现增产增收。
3∙3　建立生产基地�提高规模效益

要根据市场需要�将我市广大山区按照各地淀
粉加工业及外销鲜薯状况�分区域建立鲜销商品薯
和淀粉加工薯生产基地�逐步开成以秦安淀粉加工
业为龙头�带动秦安、甘谷北部、清水、张川等县
的淀粉加工薯生产基地；甘谷、武山、秦城、北道
铁路沿线�要凭借交通运输优势�建立鲜销商品薯
生产基地；全市渭河流城川台地区�要充分发挥
光、热、水等资源优势�扩大菜用薯面积�使之形
成早熟菜用薯生产基地；要认真试验示范�针对炸
条、炸片等专用薯适宜栽培区域�建立优质专用薯
生产基地�多层次、多途径开发我市马铃薯产业�
不断拓宽增收领域�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3∙4　扶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

要从发展产业化经营�做强做大马铃薯产业的
高度�积极扶持和发展一批马铃薯淀粉、粉条、粉
丝及薯条 （片） 加工龙头企业�引导它们走 “公司
＋基地＋农户” 的道路。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加快产业发展步伐。农业技
术部门在产业化经营中要重点搞好产业规划和基地

建设�筛选推广优质专用种薯、开展技术培训、搞
好技术服务�或以技术入股等方式�加强与生产企
业合作�开展联合技术攻关�突出品牌、争创驰名
商标�抗御自然风险�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3∙5　完善市场体系�提高产业整体效益

要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设立马铃薯及其加工
产品专业市场�扩大规模�搞好服务；要健全和完
善信息网络�加快加工、销售信息的开发利用�建
立和完善信息流通体系�逐步开展技术、销售等服
务�发展订单农业和网上交易�扩大产品销售范
围；要发挥各运销大户信息灵、销售渠道广的优
势�内联农户�外联国内外市场�拓宽销售范围�
提高商品量�争取最大收益�提高马铃薯产业整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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