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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省 “十五” 科技攻关项目 “加工型马铃
薯优质、高产、抗病新品种选育及栽培示范” 正式
开始运作之际�为了解云南省马铃薯主产区的耕作
制度、生产水平、产业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育种
目标�更有效地选育新品种�按照该项目分工协调
会的考察计划�2001年7月19日～8月3日�由
云南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有关项目执行人员共
6人�对云南省迪庆地区、丽江地区、曲靖市、昭
通市等四个马铃薯主产区的马铃薯生产基地、科研
基地和种薯基地进行了综合考察�考察采取与熟悉
当地马铃薯生产的有关领导和科技人员座谈并填写

调查表�沿途随机抽样调查及查阅有关当地马铃薯
生产资料等方法进行。
1　云南省优良马铃薯种薯基地—迪庆州

迪庆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青藏高原的西南
部�境内平均海拔3300 m�年平均温度2∙4～15
℃�属寒温带、温带季风气候。全州面积为23870
km2�绝大部分为草原和森林�耕地3∙8万 hm2�
仅占国土面积的1∙6％�主要作物为青稞、小麦、
马铃薯、油菜和燕麦。

马铃薯常年播种面积为7000hm2�均为4月
中旬播种�9月中下旬收获。由于海拔高�气候冷
凉�农作物种类少�比例小�传毒媒介少�病毒病
轻�该州是云南省马铃薯退化最轻的地方之一。据
我们对当地马铃薯地的随机调查�3％左右的马铃
薯植株表现1～2级轻花叶�仔细观测发现退化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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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杂株�未发现卷叶�在海拔稍低的小中甸乡�
10％的植株生长不正常�却没表现花叶、卷叶等退
化症状。事实上�迪庆州已经成为云南省天然马铃
薯种薯基地�据州农科所同志介绍�每年该州马铃
薯总产量的一半被运到滇西的保山、德宏、临沧、
大理、王溪等地区作种薯。

中甸红是迪庆州的主栽品种�该品种的种植面
积占迪庆地区马铃薯总播种面积的85％左右�米
拉及当地农家品种仅占15％。

由于降雨量小 （624∙5mm）�气温低�种植密
度小等原因�易感晚疫病的中甸红�在迪庆发病
晚�一般7月中旬左右出现中心病株�表现轻。我
们于7月21～22日在中甸县随机抽查了3个点�
晚疫病刚刚出现�属于9级制中的2级发病水平。
可见迪庆州是云南省理想的种薯生产基地之一。尤
其对那些抗病性差的加工品种、早熟品种的种薯繁
殖�迪庆是一个较好的地方。
2　滇西马铃薯主产区—丽江地区

丽江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迪庆地区的东部�
平均海拔低于迪庆地区�年平均温度12∙6～
19∙8℃�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整个地区国土面积为
21219km2�林地占60％�耕地占8∙68％�其中马
铃薯1∙3万 hm2�本区马铃薯分布不均匀�60％马
铃薯即8000hm2马铃薯集中在北部的宁蒗彝族自治
县�20％即2700hm2马铃薯分布在丽江县。

马铃薯是宁蒗县的第一大作物�占全县耕地面
积的24∙7％�马铃薯生产关系到宁蒗县社会经济
的发展�关系到全县21万各族人民的温饱。宁蒗
县内多高山�坝子很少�耕地坡度大�水土流失严
重�土壤瘠薄�产量很低�2000年产量仅10∙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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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2001年更低�有的地块连种薯都难以收回。
土地瘠薄加上气候异常、品种栽培水平低等是造成
2001年马铃薯产量很低的主要原因。在宁蒗县境
内到处可看到坡度超过45°的耕地�马铃薯的株高
仅20～30cm�植株覆盖度不到20％。这种耕地不
仅经济上收益不大�还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引发生
态灾难。建议将坡度过大的耕地退耕还林�保留下
来的耕地要增施有机肥�培肥土壤�应用有利于水
土保持的耕作方法�推广新品种及脱毒种薯�加大
种植密度�适当防治晚疫病�以达到增加单产、稳
定总产的效果。

滇西北地区马铃薯面积不大�消费以食用为
主�大宗马铃薯加工业�如淀粉、全粉加工业、薯
条加工业等不适合发展。
3　云南省第一大马铃薯产区—昭通市

昭通市位于云贵高原的北部�四川、云南、贵
州三省的交界处�处于我国西南混作区的中心�也
是云南省第一大马铃薯产区。全市马铃薯常年播种
面积10万 hm2左右�是该市的第二大作物。该市
马铃薯加工业几乎为零�70％以上的马铃薯被用作
饲料或食用�10％～15％被销往四川作商品薯或种
薯。因海拔低�气候温和�70％以上的马铃薯是与
玉米套种�主要套种方式为2行马铃薯套种2行玉
米。马铃薯品种混乱�米拉、品比4号、威芋3
号、实选13、地农1号、77克实等是该市的主要
栽培品种�一块马铃薯地常常有4～5个品种�混
杂株率常达到10％～15％。由于种薯生产应用的
滞后�马铃薯退化较重�一些地块退化株率达
10％～20％�病毒病和晚疫病是马铃薯生产的另外
两大限制因素。交通不便是影响昭通市马铃薯产业
发展的致命因素。虽为云南第一大产区�至今仍没
有大的加工企业。该市也是云南省最贫困的地区之
一。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内昆铁路修建为
契机�以加工业为龙头�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推
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镇雄县是昭通市的马铃薯生产第一大县�马铃
薯栽培面积超过4万 hm2�也是云南省马铃薯生产
面积最大的县。除有上述共同特点外�由于交通不
便�使它成为云南省马铃薯价格最低的地区 （0∙15
元/kg）。价格低影响着农民积极性的同时�也影响
对生产的投入�马铃薯产量也因此受到影响。由于

地理偏僻�马铃薯生产的科技水平很低�迫切需要
外界的关注和帮助。
4　西南地区马铃薯产业最发达的地区—曲
靖市

　　曲靖市位于云贵高原的中心�北邻昭通地区�
东接贵州马铃薯主产区六盘水地区�是云南省又一
大主产区�种植面积7∙3万 hm2�仅次于昭通地
区�由于单产水平高�总产150万 t�比昭通地区
马铃薯总产还高。曲靖是云南省甚至整个西南地区
马铃薯产业布局最合理的地区。

加工业发达�境内有年产2万 t 马铃薯精淀粉
的宣威润凯淀粉厂�年加工3000t 冷冻薯条的宣威
鑫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及计划上马的年加工2400
t 马铃薯全粉的云南农地公司。这些龙头企业满负荷
运转的话�每年可加工鲜薯20万余 t。目前存在的
问题是原料不足�价格偏高。1999年�润凯淀粉厂
仅收购马铃薯28000t�其中1/4来自贵州等外地。
2000年�润凯淀粉厂将收购价提到盈利临界值0∙38
元/kg�收到的原料几乎都是农民无法作菜薯销售的
小薯、畸形薯�就是这样也未收够。

商品薯外销有很大潜力。原因是：①曲靖是云
南省铁路交通最发达的地区�运输成本低；②曲靖
不仅是大春马铃薯主产区�还是云南省小春马铃薯
主产区之一。每年8月到次年4月�曲靖产的马铃
薯通过南昆铁路销往广西、广东等省区及港、澳、
东南亚各国或地区。

曲靖地区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健全�与马铃薯
产业协调发展。会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选育出的
会-2、合作88等优良品种�开始改变云南省马铃
薯品种单一的局面�也使会泽县生产的种薯销往全
省及周边地区�成为小春作和冬作马铃薯的主要种
薯基地。

宣威市是曲靖市管辖的县级市�有128万人
口�14∙7万 hm2耕地�玉米和马铃薯是宣威的两
大作物�占50％以上。马铃薯每年种植3∙3万
hm2�总产60余万 t�饲料、外销、加工、食用、
种用分别占40％、18∙5％、10％、15％、15％。
宣威的主栽品种仍为米拉�占80％左右�合作88、
会-2推广较快�途中可看到号称千亩合作88示范
田。据当地人员反映�合作88在海拔2500m 以上
表现较好。曲靖地区平均海拔为2000m�大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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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与玉米间作�不大适于推广合作88。我们在曲
靖沾益县随机抽查了一块合作88生产田�青枯病
发病率为10％。

陆良县是曲靖市南部的一个马铃薯特色县�海
拔1840m 左右�地势平坦�坝区面积较大�马铃
薯是该县仅次于水稻、玉米、烟草的第4大作物�
常年栽培面积为8700hm2�其中小春作和秋作马
铃薯面积处于全省各县之首。当前�陆良不仅是云
南最大的5月上市的小春马铃薯主产区�还是重要
的大春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70％秋作生产的马铃
薯被销往寻甸、马龙等周边地区用作大春种薯。由
于当地农民习惯于水稻—小春马铃薯—水稻和烟草
—秋马铃薯—烟草等轮作方式�只要有销路�马铃
薯生产发展潜力很大。陆良县处于云南、贵州、广
西三省交界处�南昆铁路从境内通过�外销便利�
容易开拓广西、广东市场。品种是当地马铃薯外销
的主要制约因素�陆良县的主栽品种为会-2和米
拉�占95％以上。由于长期连续种植�米拉产量
低�退化重�芽眼深�薯形不整齐�没有竞争力；
会-2为白皮白肉�食味差�不适合东南沿海地区

的消费要求。该县农民的马铃薯种植水平较高�地
膜被普遍使用�烟草收获后�利用烟草地膜免耕种
植马铃薯的方法很有特点。

总的来讲�云南马铃薯生产具有 “多样性” 特
点。除6、7两个月外�其他10个月均有马铃薯播
种�一年12个月都有马铃薯收获。生产技术也有
很大差别�滇西北种植密度3万株/hm2 左右�滇
东北7万株左右；大春播种深度可到15cm�墒情
好的秋冬作播深为0cm�即块茎上不覆土�仅盖
些粪草而已；品种也有类似倾向�虽然米拉的面积
仍占马铃薯总播种面积的70％以上�但是农民眼
中的米拉已经不是一个品种�而是一个品种群�凡
是叫不上来名字的品种都叫米拉�在收集品种资源
时�就出现了圆形米拉、椭圆形米拉、长形米拉、
浅芽眼米拉、深芽眼米拉等等。在考虑云南马铃薯
产业发展时�不能离开这个特点。

这次考察进一步加深了项目组成员对云南省马

铃薯主产区生产情况的了解�修正了原来许多误
解�同时还收集了一些品种资源和晚疫病样本�对
制定育种体系�提高育种效率有较大的帮助。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团体会员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1．沃德实业集团
2．百事食品 （中国） 有限公司
3．上好佳 （中国） 有限公司
4．F MC 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5．荷兰高达公司北京办事处
6．美国热能控制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
7．内蒙古正丰马铃薯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8．内蒙古铃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黑龙江大兴安岭丽雪精淀粉有限公司
10．内蒙古凌志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11．内蒙古大雁合兴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2．黑龙江望奎县东郊黄麻子土豆种薯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13．吉林省敦化市银龙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14．中种集团马铃薯种薯开发有限公司
15．黑龙江省绥化龙昕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16．黑龙江讷河马铃薯种薯开发有限公司
17．麦福劳有限责任公司
18．大兴安岭地区马铃薯科试中心

19．北京快乐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长春市强龙农业高科技发展分公司
21．北京聚源隆实业公司
22．呼和浩特博思达淀粉机械公司
23．北京辛普劳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24．内蒙古丰瑞经贸有限公司
25．鹤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6．吉林省延边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27．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8．河北围场县马铃薯研究所
29．辽宁本溪市马铃薯研究所
30．内蒙古呼盟农科所
31．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32．山西高寒作物研究所
33．河南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34．昆明天使食品总厂
35．北京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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