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马铃薯种植区域以及产业发展分析—孙茂林
，

李先平
，

杨万林

差
。

随着种植年代长久
，

品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退

化
，

出现许多变异和同种异名的混淆
，

以及对晚疫

病抗性丧夫
，

使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
��年代以来

，

各地 已选育出一批适宜性好
、

产量高的品种
。

如

会
一

�
、
�����

�

�
、

中甸红
、

合作 ��号
、

�����
、

会顺 ��
、
��单薯选

、
��克疫红皮

、

会 ���
、

会

���
、

威芋 �号等等
。

�
�

� 滇中马铃薯多季作种植区

本区位于云南中部
，

海拔高度 ����一�����
，

主要包括楚雄
、

玉溪
、

大理
、

保山
、

昆明等地市
。

常年 播 种 面 积 �
�

� 万 �时
，

占全 省 总 面 积 的

��
�

���
。

该区由于光
、

热条件好
，

成为以大春一

季作为主
，

秋作
、

小春作兼有的多季混作种植的马

铃薯耕作生态类型区
。

其特点是
� 北部和 ���� �

以上山区
，

多以一季大春作为主
，

这类生态区面积

较大
，

除种植大春一季外
，

也可以秋植马铃薯
，

作

为晚秋作物中的重要种类
，

尤其是早灾年份
，

增加

一季秋薯
，

对于稳定粮食产量起到重要作用
。

在海

拔 ����一����� 的南部低热河谷和湖盆坝子
，

热

量条件较好
，
�月份很少低于 �� ℃ ，

无霜或只有

轻霜
，

而且很短
。

可以在冬季种植一季小春作马铃

薯
，

播种出苗前恰好避过低温
、

霜冻
。

在滇中坝

区
，

沿湖盆地
，

小春季种植解决好灌溉条件
，

保证

在冬春旱季较好出苗
，

生长需水
，

常常获得高产
。

该区大春一季作一般在 �月份播种
，
�月份

收获
，
�一 �月秋播

，

到 � 一�� 月收获
。 、

秋播种

薯需要采用早收获的块茎作催芽处理
，

打破休眠

期
，

早 出苗
，

以便在秋季较短时间 内获得产量
。

小春作则在 �� 月前后播种
，
�月份左右收获

。

在

保证灌溉
，

耕作条件和土壤肥力较好的地方
，

可

获得高产
，

而且可在多季种植
，

对于调节市场
，

尤其是在 �月份以前提供蔬菜用和加工业市场可

以获得较高效益
。

该区种植 品种主要有米拉
、

江川紫
、

乌峡洋

芋
、

河坝洋芋等
，

近年来
，

会
一

�
、

合作 ��
、

中甸

红
、
��� ��

�

�
、

中心 ��
、

�����
、

榆薯 �� 等品

种已有大面积种植
，

多为中晚熟品种
，

在小春作中

选用生育期较短 的品种
。

其 中米拉
、

会
一

�
、

榆薯

��
、

中心 ��
、

中甸红较为适宜
，

在大春作和秋作

主要病害是晚疫病
，

在小春作则需防治青枯病
。

此

外一些地方有环腐病以及各种病毒病害发生
。
近年

来
，

斑潜蝇在春季危害马铃薯十分严重
，

冬薯常在

�月份被很快吃光叶肉组织而干枯
。

�
�

� 滇南马铃薯冬播一季作种植区

本区包括文山
、

红河
、

临沧
、
思茅

、

德宏
、

西

双版纳及玉溪部分县
。

全区马铃薯种植面积 �
�

���

万 �耐
，

占总面积的 �
�

��左右
。

本区多为低热河

谷
、

坝子和丘陵山地
，

夏季主要种植水稻
、

玉米
，

不适合马铃薯生长
，

但冬季气温却有着栽培马铃薯

的良好条件
。

在滇南冬闲田较多
，

马铃薯在滇南冬

季农业开发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滇南冬季种植

马铃薯能解决淡季蔬菜甚至贫困山区的 口粮问题
，

收到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而且这些地区毗邻东

南亚
，

对于开拓越南
、

缅甸
、

老挝
、

泰国等国市场

条件便利
，

在马铃薯种植业上有较快发展
。

该区无霜的地方冬季生产
，

如德宏
、

版纳
、

思

茅等地
，

大春水稻收获后
，

�� 一 � 月播种
，
�一�

月收获 � 产值较高 � 有霜冻的地方
，

如红河
、

文山

等地为小春种植
，

�� 月末播种
，
�一�月份收获

。

栽培上选用中
、

早熟品种
。
近年来主栽的品种有米

拉
、

会
一

�
、

中甸红
、

费乌瑞它
、

中心 ��
、

合作 ��

等
。
主要病虫害有各种病毒病

、

青枯病
、

环腐病
、

早疫病害 � 虫害主要有斑潜蝇以及黄蚂蚁危害地下

部
。

制约该区马铃薯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种薯问题
，

由于地处热区
，

马铃薯退化快
，

一般种植一代后就

不能留种
。

� 利用优势
，

建立马铃薯商品生产基地

�
�

� 北部高原商品薯生产基地

云南东北
、

西北部是马铃薯的传统生产地区
，

包括昭通
、

曲靖
、

丽江
、

迪庆
、

昆明等
，

尤其是滇

东北各县栽培面积都在 ���� �时 以上
。
马铃薯大

春一季作种植
，

生育期长
，

栽培水平高
，

地域广

阔
，

产量大
，

价格低
。
因此

，

应该根据加工企业的

分布
、

生产条件及交通条件建立商品薯生产基地
。

淀粉加工原料基地
�
在宣威市建 ���� �时

，

会泽县建 ���� ���
淀粉加工原料基地

。

基地需要

选用高淀粉
、

高产量的品种
，

淀粉含量在 ��� 以

上
，

平均每 �时 应在 ����� 掩 鲜薯以上
。

现有品

种中合作 ��
、

�����
、

会顺 ��
、

威芋 �号等可以

达到上述指标
。

在本区内有宣威淀粉工业公司和会

泽农地公司的马铃薯精淀粉
、

变性淀粉及颗粒状全

粉生产线
，

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

也可 以就地供

应
，

减少运输费用
。



中国马铃薯
，

第 �� 卷
，

第 �期
，
����

炸薯片加工原料基地
�
在昆明的寻甸

、

东川
、

禄劝
、

篙明等郊 区县建立 炸薯片加工原料基地

���� �时
。
主要供应炸薯片加工企业 �一�� 月所需

的原料
。
云南炸薯片的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昆明

，

在昆明马铃薯主产区建立基地交通便利
。

在建立基

地中需要选出新品种
，

提高原料薯的品质
。

现有的

优良炸片品种大西洋等
，

由于对晚疫病抗性差
，

产

量低
，

生产成本高
，

发展困难
，

应加强栽培技术的

研究
，

提高产量
，

如能达到每 �时 ����� 掩 鲜薯

以上的产量
，

不仅在本省
，

而且在国内
、

外都将会

有很大的市场
。

炸薯条加工原料基地
�
针对速冻炸薯条加工企

业生 产需要
，

在宣威建立炸薯条原料生产基地

���� ��平
。
主要供应宣威加工炸薯条原料及其它系

列产品的原料
。
目前薯条使用的品种为合作 ��

、

会
一

�等
，

但由于存在品质上的种种缺点
，

所以速

冻炸薯条的产品质量较差
，

迫切需要生产出专用于

速冻炸薯条的专门品种
，

鲜薯产量应在 ����� 叼
�时 左右

。

蔬菜商品薯基地
�
云南北部从 �月起到 �� 月

左右
，

就有大量产品作为蔬菜外销到云南各地城镇

及四川
、

广东等地
，

甚至东南亚国家
，

贸易量在几

十万吨鲜薯
。

蔬菜商品的基地应以县级建立商品生

产基地
，

建在公路或铁路沿线
。

着重应提高商品的

保鲜加工技术
，

产品分级包装技术
，

产品选用耐贮

存
，

淀粉含量高
，

表皮光滑的品种
。

种薯生产基地
�
北部冷凉山区

， ·

由于其优越的

生态条件
，

使马铃薯退化慢
，

带病率低
。

可以在一

些山区乡镇建立种薯商品基地
，

如会泽的大桥
、

驾

车
，

篙明的大哨
，

大姚的昙华
，

禄劝的马鹿塘
，

昭

通
，

丽江
，

迪庆的许多山区乡镇都以优良的种薯作

为商品供应全省许多马铃薯产区
，

以及贵州
、

广

西
、

西北等省区
，

甚至东南亚周边国家
。

估计全省

每年种薯的贸易量不少于 �万 �鲜薯
。

�
�

� 中
、

南部商品薯生产基地

云南省 中
、

南部马铃薯种植地区主要包括大

春
、

秋作多季混作区和冬作种植区
。

马铃薯一般作

为蔬菜
。
由于生长期短

，

单产低于滇北大春一季作

种植区
。

但是在冬
、

春季蔬菜淡季生产的产品有较

高的收益
。

滇南有大面积的冬闲田
，

在冬季农业开

发中
，

马铃薯商品基地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冬
、

早春蔬菜商品薯基地
�
云南传统的冬

、

早

春马铃薯生产地区
，

一般在 ��一�� 月播种
，

来年

���月收获
。
近年来

，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冬季

农业开发
，

滇南地区马铃薯面积发展迅速
，

并使产

品 �一�月都可上市
。

由于冬
、

早春蔬菜商品薯需

求量大
，

建议在滇南的中心城市
，

分别建立数万公

顷的蔬菜薯商品基地
，

加上原传统的冬
、

早春马铃

薯生产基地
，

达到 ��万 �鲜薯的生产规模
，

产品

不仅能满足本地区人民生活需要
，

而且可以供应云

南北部其它城镇蔬菜消费的需求
，

还可以外销到四

川
、

广东
、

广西以及北方各省市
。

用作冬
、

早春蔬

菜薯生产的品种主要采用生育期短
，

薯块大
，

表皮

光滑
，

风昧好的品种
。

目前多种植米拉
、

会
一

�
、

中

心 ��
、

中甸红等品种
。

冬
、

早春加工商品薯基地
� 我国的马铃薯食品

加工企业
，

由于北方的原料不能周年供应
，

以至造

成 �月以前加工原料的紧缺
，

对云南中南部地区是

很好的机遇
。

根据省内
、

外加工企业的市场需求
，

建议在滇南一带交通方便
，

冬季有灌溉条件的
，

以

县为基础建立一定生产规模的加工商品薯基地
。

品

种包括适应炸薯片
、

炸薯条和膨化成形食品的品

种
。
目前冬季种植的炸片品种是米拉

、

中甸红眼

等
，

最近也开始发展大西洋品种
。

由于有些企业对

品种和原料薯质量的要求较高
，

因此
，

要以生产出

优质的加工原料薯为基础
，

形成长期
、

稳定的原料

薯生产基地
。

� 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不能适应蔬菜和加工业的专业化品种要求
。

云

南目前还处于以粮菜兼用为基础的马铃薯品种种植

结构
，

急需筛选 出适合蔬菜专用和加工淀粉
、

薯

片
、

薯条的品种
。

根据市场的需要
，

调整品种种植

的结构和面积
，

使马铃薯种植业和加工业共同协调

发
。

未能建立良好的产销网络
。

云南虽然有着马铃

薯生产的优势
，

一些主产县
、
乡建设了马铃薯交易

中心或专业市场
，

但尚未能形成全省性的
、

有效的

或公司加农户的产销体系
，

需要加强营销网络建立

和市场的培育
、

开拓
。

缺乏商品薯的质量控制
。

马铃薯长期被作为廉价

的作物
，

在商品的营销过程中无论农民或是商家都缺

乏对商品的质量标准
、

包装技术
、

运输方法以及储藏

保鲜等系统研究
，

造成商品营销中的风险和损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