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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自1993年威海市农业科学技术中心�从山东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引进脱毒马铃薯鲁引1号�到
2002年10年间基本解决了我市二季作地区就地留
种问题；春季收获期由7月中旬提早到6月中旬�
提前近一个月；春季栽培667m2平均产量1500～
2000kg�翻了一番�春季小拱棚667m2最高产量
达到3572kg�产值5000元；秋季栽培几乎是从无
到有�667m2平均产量1000～1500kg�最高产量
达到2280kg�产值5472元。目前�脱毒马铃薯鲁
引1号已成为我市主栽品种。
2　建立和完善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

在引进优良品种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初步建
立起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在政府资金支持
下�建设2000m2生物研究室�7500m2连栋温
室�并配置了进行植物脱毒组织培养快繁的先进仪
器设备。在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大力帮助
下�先后进行试管苗组培快繁研究�定期进行试管
苗病毒检测；温室微型薯无土栽培技术研究；春季
原种繁育技术研究；秋季生产种繁育技术研究；种
薯贮存方法研究等。结合我市气候及生产特点�改
试管苗洗苗带根移栽为剪苗扦插�成活率达到
98％以上；改微型薯基质式无土栽培为雾培式栽培
单株结薯增加10倍；改春季阳畦繁育原种为地膜
覆盖繁殖原种�667m2投入减少100多元；改秋
季切块栽培为小整薯栽培�虽用种量稍有增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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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防止了烂种死苗；改秋季早播无覆盖栽培为
适时早播覆盖作物秸秆或遮阳网栽培�有效降低地
温�改善了田间小气候；改早播为适期晚播高密度
栽培�控制种薯大小�进一步提高种薯质量。通过
一系列试验研究�在保证种薯质量的前提下�进一
步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疮痂
病的发生�改善了种薯质量�增加了产量�进一步
完善了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在建立和不断完
善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的同时�积极与山东省
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联系�引进高质量的
生产种薯�以保证生产者需求。
3　实现优质、高产、高效栽培

一个优良品种只有进行先进栽培技术配套�其
优良特性才能在生产中得以充分体现�生产者会更
快的接受。结合种薯繁育�同时根据该品种具有早
熟高产优质的特点�先后进行了节能型日光温室、
塑料大棚、小拱棚早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667m2产量由春季露地栽培750～1000kg 增加到
1500～2000kg�小拱棚最高产量达到3572kg；秋
季露地及温室大棚秋延迟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667m2产量1000～1500kg�最高产量达到
2280kg�使我市自产新鲜马铃薯市场供应时间由
原来的7月上旬至8月中旬�扩大到10月下旬至
来年的7月�既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又显著
的增加了生产者的经济效益。
4　加大宣传力度�尽快普及推广应用

一个新品种能够尽快的推广应用�品种本身要
具有能够被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接受的优良性状�
行之有效的推广方法必不可少。推广脱毒马铃薯鲁
引1号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设点进行试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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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师范大学生物资源技术研究所�由国外引
种、筛选出适于云南生态环境种植的紫皮紫肉云师
特035及红皮红肉云师特038特色马铃薯品种。该
品种营养价值高�口感好�特别是切割后横断面显
现的各种奇异花纹�更具美奇优的特色。

对薯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薯皮进行综合
利用研究�目的在于寻求一条科学利用马铃薯的新
途径�以开拓马铃薯消费新市场�提高马铃薯的经
济效益�促进马铃薯产业化发展。
1　特色马铃薯综合利用工艺的综述

云师特035及云师特038特色马铃薯其外表皮
分别为红色和紫色�薯肉切片后�横断面具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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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奇异花纹。经试验研究证明其花圈色素能溶
于水�易溶于乙醇水溶液。并具有色素的色调随
pH值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特性�与文献报导薯肉
花圈系花青素 （苷） 吻合［1］。薯片加工过程中�
利用其性质�在护住薯片颜色的同时�又要让花纹
不被破坏�是薯片加工研究的关键。经大量试验采
用的工艺�使该特色马铃薯加工出的薯片�在保持
其美丽奇异色素的同时�还要保持原色彩鲜亮自然
（见图1）。

图1　彩色薯干片

召开由农技种子部门和电视广播报社等新闻单位参

加的现场会�通过媒体宣传�尽快让广大农民了解
这一新品种信息。二是利用科技示范户网络�扩大
示范点�由科技示范户现身说法�介绍品种特性和
栽培技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选用新品种的主动
性�从而加快了推广应用进程。
5　扩大出口生产�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脱毒马铃薯鲁引1号作为鲜食品种�其外观商
品质量和内在品质�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欢迎�
而且在东南亚市场上也倍受青睐。而我市春季生产
的马铃薯主要就地或就近供应消费者食用�秋季则

主要留作来年种薯�出口量很小。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市蔬菜出口

贸易呈大幅度稳定增长�我市与日本、韩国隔海相
望�又是沿海开放城市�设有加工出口贸易区�发展
加工出口蔬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条件。
加入WTO后�为我市蔬菜出口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及时准确的掌握国际市场信息�按照 WTO的准则�
运用 “统一、简化、协调、优化” 的原则�根据进口
国的质量标准要求�对我市马铃薯的产前、产中、产
后进行全过程的控制�确保马铃薯产品优质、高产、
高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
化�促进我市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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