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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马铃薯产业及生产状况
1∙1　种植情况

长期以来�曲靖市马铃薯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
8万 hm2左右�2003年播种面积达到9∙24万 hm2。
从1992年以后�农业科技人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有计划、有步骤的选
择自然条件类似的地区重点引进一批外地优良品种

进行试验、示范�选育适宜当地栽培的新品种�如
会泽县自己选育的会-2号、合作88号�宣威市选
育出“802-552”小春薯新品种�同时引进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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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3号” 等一些高淀粉的加工型品种。到目前为
止�曲靖市马铃薯品种区域布局状况基本是：米拉
分布在交通便利、市场集散发达、以商品薯为主的
旱作面积较大的地区；88号、宣润3号专用型加
工薯�分布在宣威、会泽、沾益、富源相对集中靠
近龙头加工企业的乡镇； “802-552”、 “23号”、
“会-2” 主要分布在麒麟、沾益、陆良、师宗、罗
平的低热河谷槽区�以冬早蔬菜型小春薯种植为
主。2000年市农业局与省农业厅衔接�又引进国
际马铃薯中心的实生籽杂交组合�分别在宣威、会
泽、曲靖、马龙进行试验示范�已显现出良好的应
用前景。
1∙2　科技与产业基础

近年来�随着曲靖市薯类经济战略的实施�从
1992年开始�各级政府加强了对马铃薯科研和基

马铃薯产业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定西地区发展专用型马铃薯有各级政府

的高效重视和大力支持�优越的自然条件�成熟的
生产技术�健全的种薯繁育体系�众多的加工和营
销企业等优势�今后几年在脱毒种薯和商品薯生产
上将有很大的发展�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对马铃薯产
业的支持�力争将定西建成全国最大专用马铃薯种
薯繁育基地和商品薯生产基地。

第二�种薯基地建设各环节中�原种网棚扩繁
的基础建设投资大�种薯用量大�耗费劳力多�生
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基地规模较小是种薯繁育
体系的瓶颈�今后需大力发展和扶持。

第三�繁育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主要工作是
对生产二级种薯和商品薯的农民进行全面的技术培

训�同时通过引导帮助尽快建立 “农民种植协会＋

农户”、“龙头企业＋农户” 的生产模式�农民种植
协会和龙头企业以订单方式参与种薯和商品薯生

产�引导农民按计划种植�防止出现盲目生产。
第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定西马铃薯

产业的发展。随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专用型
马铃薯脱毒种薯和商品薯除区内的纵向流通外�必
须要尽快形成以技术单位为依托的种薯营销市场和

以专业运销公司及农民种植协会为依托的商品薯营

销市场�促进专用型马铃薯脱毒种薯和商品薯生产
向外向型和市场化方向转变。

第五�定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为干旱和半干旱
农业区�专用型马铃薯大面积生产受水分因素制约
较大�尽快试验和开发专用马铃薯旱作节水高效种
植技术�是发展专用型马铃薯必须尽快研究解决的
问题。

·378· 中国马铃薯�第17卷�第6期�2003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首先投资248万元�在以宣
威、会泽为主的县市建起了马铃薯脱毒组培室
116m2�温室134m2�防虫网室456m2�网膜大
棚4556m2�专用仓库480m2�专用原种繁殖基地
7hm2�拥有育种材料376份�杂交实生籽组合46
份�到2002年底�全市生产组培苗16万苗�温室
扦插30万株�网室生产迷你薯50万粒�建成原种
基地20hm2�一级种薯基地336hm2�二级种薯基
地4000hm2�推广脱毒良种5∙2万 hm2�建立加工
型薯基地1∙7万 hm2�提供专用型商品薯14万 t。
初步形成了良好的科技基础。
1∙3　加工销售环节

1995年前我市马铃薯几乎全部处于自产自销
状态�1996年后�曲靖市宣威、会泽被农业部和
省政府列为马铃薯种薯基地和加工型薯基地县后�
在有关部门和媒体宣传的促进下�种薯、商品薯才
外销到越南、香港、两广、上海、湖南、安徽、四
川等省外和云南的17个地州56个县市�平均每年
外销售量为6～8万 t�近两年来逐步有所增加�市
场前景较好。
2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2∙1　产业发展思路

马铃薯产业发展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立足于自然

优势�依靠科技进步�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和需要�
把曲靖建成云南省乃至全国成本最低、规模最大的
马铃薯生产、加工和市场交易中心。农业部门重点
要抓好技术开发和科技创新�搞好新品种选育、优
良品种推广、良种基地和加工型薯基地的建设�把
产业发展建立在依靠良种推广应用上�不断提高马
铃薯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形成主栽品种突出�配套
品种优良�品种结构合理�生产区域布局完善�良
种繁育规模配套�种薯生产经营机制健全�加工与
原料基地配套的产业格局�促进科研、农户、基
地、市场、加工、流通融为一体�达到以销促产�
以产增收共同发展的目的。
2∙2　产业发展的内容目标
2∙2∙1　面积产值

根据现有基础和发展趋势�曲靖市 “十五” 期
间�在争取国家重点扶持的同时�经过农业部门的
努力�马铃薯种植面积可望达到10∙7万 hm2 （宣
威4万 hm2�会泽2∙67万 hm2�富源1∙2万 hm2�

陆良0∙8万 hm2�沾益0∙4万 hm2�麒麟0∙4万
hm2�马龙0∙34万 hm2�师宗0∙46万 hm2�罗平
0∙4万 hm2）。其中大春薯9∙8万 hm2�小春薯0∙8
万 hm2�秋薯0∙067万 hm2。平均单产1∙5t 以上�
总产达到240万 t�产值达16∙8亿元。
2∙2∙2　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根据曲靖市薯类经济战略的总体发展设想：
以会泽为中心抓好良种引进、新品种选育和扩
繁�全市规划建立原种繁育基地35～55hm2�一
级种基地400hm2�二级种基地3400hm2�种薯
产量20万 t；以宣威为重点建设加工型薯基地
13500hm2�产量30万 t�小春蔬菜薯8000hm2�
产量18万 t�商品薯13500hm2�产量40万 t。
良种覆盖率由现在的20％�每年增加10％�5年
达到70％左右。
2∙2∙3　产业发展的重点布局

根据曲靖市七县一市一区马铃薯种植的现状�
可重点发展多年来种植面积较大�群众科技基础较
好的30个乡镇�即会泽的大桥、五星、金钟、架
车、大海�以良种繁育为主；宣威的东山、落水、
榕城、宝山、热水、板桥、来宾以生产加工型马铃
薯为主；陆良的马街、三岔河�师宗五龙、高良�
罗平的罗雄、板桥�沾益白水以及全市范围内的低
热河谷槽坝区以生产小春蔬菜薯为主；马龙的纳
章、月望�沾益的白水、炎方�富源的后所、墨
红、富村、中安�麒麟的茨营、东山、越州、潇湘
以生产商品薯为主。

各级农技部门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为
薯类经济战略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重点
抓好新品种选育�组培苗�切段快繁�温网室微型
薯生产和原原种扩繁�了解国内外马铃薯发展趋
势�引进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新产品�组织实
施大面积良种推广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3　马铃薯产业发展对策
3∙1　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为了尽快的推进曲靖市马铃薯产业化实施进

程�必须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事业心�切实把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薯类经济
战略落到实处�按照发展一项产业�配一套政
策�一名责任领导�一套工作班子的要求�来明
确职责�是实现产业任务指标的关键所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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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农业局牵头�抽调农业行政、科研、推广等
有关单位人员组成一套工作班子�负责协调衔接
争取有关马铃薯产业项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组织实施优良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及开发�
同时负责技术指导和项目管理工作。根据各县、
（市） 区马铃薯产业的分布特点或用途�抽调县
级中心主任和有关技术单位人员组成片区技术实

施小组�负责该片区具体方案规划�技术培训、
指导、试验、示范和组织典型样板的实施�形成
统一布署�上下协调�不搞多余重复�做到层层
落实�齐抓共管的组织工作局面�还可建立产业
目标奖惩责任制�签订责任书�层层把关�检
查、督促�严格考核验收�奖惩兑现。
3∙2　增加投入�加强品种创新

曲靖市薯类产业工作班子要积极与省内外科

研单位、农业院校、技术部门的专家、学者建立
业务联系�掌握信息�组织全市薯类专业技术人
员�联合进行新品种选育攻关�选育的目标按加
工型、菜用型和商品型分成三类。一是以宣威、
会泽为重点的农技中心�在现有设施和技术力量
的基础上�每年有计划的从国内外引进优良品种
5～10个�选择具有育种目标性状的亲本�配制
杂交组合50～100个�从中选育高产、优质、抗
病、商品性状好的中晚熟品种�用于鲜薯食用和
鲜薯市场销售。二是通过扩大种质资源�从中选
育高淀粉含量的适宜淀粉加工的专用型品种。三
是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国际马铃薯中心的实
生籽杂交组合�选育薯块长圆形�块茎在150g
左右�中等大小均匀�芽眼浅而少�薯形规整�
薯内白色�干物质比重在1∙08以上�还原糖含
量为鲜薯重的0∙1％～0∙3％�具有抗低温糖化物
性的炸薯片品种。四是选育薯块长椭圆形�重
200g 以上�表皮光滑、芽眼浅少�薯肉白色或
乳白色�干物质比重含量高于1∙85�还原糖含量
低于鲜薯重0∙3％的炸薯条品种。五是选育休眠
期短�植株高度不超过50cm�生育期在100d以
内�适用于南部片区种植的高产优质蔬菜类小春
品种。六是将各县、市、区选育的新品种统一进
行区域性比较试验�以确定其适应性�统一组织
示范推广。将区试入选的新品种统一进行组培扩
繁�对在3年内示范、推广1000hm2以上的优良

品种�给予育种单位或个人奖励。
3∙3　加强科技措施推广�提高种植水平

曲靖市在马铃薯种植过程中�大多数农户还
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很多新方法、新工艺�
还没有被农户所接受�还得因地制宜的研究推广
应用综合丰产栽培技术措施�从品种选择�精细
整地�适时播种�合理密植�规范栽培�配方施
肥、叶面微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分类进行指
导�以点带面�循序渐进�通过典型示范、对
比�做到一个区域一个品种�一套丰产栽培技术
措施�逐步解决品种多乱杂现象�引导农户学科
学、用科学�迅速提高马铃薯种植生产的科技含
量�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3∙4　改善基础设施�健全良种繁育体系

马铃薯良繁体系�是薯类产业的重要环节�其
主要包括�室内组培�脱毒苗茎段扩繁；温网室原
原种生产和原种基地建设三个方面�以各县、市、
区农业技术中心为主�逐步筹资完善设施功能�形
成一定的原原种生产规模�按照各县、市、区每年
良种覆盖面积达到20％以上的配套面积�选择
“群众基础好、交通便利、海拔较高、具有隔离条
件” 的乡 （镇）、村 （办） 建立一、二级繁种基地�
例如会泽规划到2010年�建立15hm2的原种基
地�280hm2一级种薯基地�3500hm2商品种薯基
地。
3∙5　增加投入�提高产业科技含量

针对我市目前薯类产业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力

量薄弱的问题�组建曲靖市级重点扶持的马铃薯科
技开发机构�重点投资支持新品种选育�新技术推
广�建立技术开发推广激励机制�以促进科技人才
脱颖而出的管理办法�对马铃薯科研推广有突出贡
献的科技人员给予重奖�在薯类产业行业中营造一
个良好、宽松的工作氛围。

此外�还建议政府在实施薯类经济战略的同
时�实施品牌战术。宣威、会泽马铃薯种植面积占
全市50％�也是云南省最大的种薯和加工薯基地�
在种薯和商品薯营销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商标注
册�还得实施品牌战术�要进行统一包装�统一商
标�统一质量标准�才有利于构筑营销网络�扩大
产品知名度�拓宽销售市场�使曲靖市薯类产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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