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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宏州区位概况

云南省德宏州地处云南西部南端
，

耕地 ��
�

�

万 �时
，

主要分布在海拔 ���一�����之间的河谷

山丘地带
。

本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温

度 ��
�

�一��
�

�℃ ，

具有冬春季光温资源丰富的特

点
。

每年 �月 至次年 �月
，

月平均气温 ��
�

�一

��
�

�℃ ，

昼夜温差在 ��
�

�一��
�

�℃ 。

霜期短 �约

�一����
，

较适宜马铃薯的冬季种植
。

� 马铃薯生产现状

德宏州种植马铃薯历史悠久
，

但由于其品种单

一老化
，

栽培水平滞后
，

产量及商品率一直很低
，

常年种植面积在 ����一���� �时 之间
。

近几年来

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
，
���� 年全州种植 面积达

���� �时
，

总产 �万 �
，

并出现 了陇川县城子镇
、

盈江县油松岭乡千亩连片平均单产 ���� �留����平

以上的高产典型
。

其中城子镇 ���� 年冬季种植马

铃薯 ���
，

���� ，

总 量达 ����
�

��
，

总产值 ���
�

�

万元
，

实现人均产值 ���元
。

农民仅靠种植冬马铃

薯即实现人均新增纯收人 ��� 元的显著经济
、

社会

效益
，

并利用网上购销和通过云南电视台
“
红土

地
”
栏目的宣传

，

组织销售 ���� 余 � �其中加工用

原料 �����
，

菜用 ������
。

为充分利用德宏州冬季光热资源优势发展马铃

薯生产
，

于 ����年 �月从昆明市农技推广中心调

进中甸红眼原种
、

大西洋一级种在潞西市芒核村
、

瑞丽市姐相乡
、

陇川县城子镇进行多点试验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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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农科所助理农艺师
，

从事南亚热带马铃薯冬作试脸与栽培技术研究
�

试验结果一般单产 �����一����� 呵�����
，

较本地对

照品种
“
南甸红

”
增产 ���左右

。
在全省马铃薯品

种区域试验冬作组的试验中
，

德宏试点中甸红眼

���� 年产量折合 ���
�

�呵���耐
，
����年产量折合

��卯
�

��呵���
�
尹

，

两年平均单产 ����
�

�叼�����
，

居 �个参试品种的第一位
，

比对照品种米拉增产

��
�

�� �大西洋品种 �系������年的产量为 ���
�

�

�岁���时
，
�����年的产量为 ����

�

�� 呵���
���

，

两

年平均单产 ���
�

�呵���时
，

比对照品种米拉增产

�
�

��
，

居 �个参试 品种第三位
。

而且 �个 品种

�系�的炸片加工性能良好
，

作为菜用或食用鲜薯也

很受销售市场的欢迎
。

本轮冬作区试德宏试点的产

量普遍偏低 �特别是 ����� 年
，
�个参试品种的产量

均未超过 ���� 叼����� �
，

主要原因是播种前遇连

续阴雨天气
，

播种过迟
，

错过了最佳播种时期
，

而

后期的高温和长日照对结薯和产量形成有一定影响
，

����� 年又遇潜叶蝇严重危害
。

因此
，

上述 �个品种

�系�
，

在掌握好播种节令和加强田间管理及病虫害

防治条件下
，

其增产仍有潜力
。
����年

，

我所又从

昆明地区引人种薯示范种植中甸红眼 ���
�
��

，

大西洋

����尹
，

其产量结果也很可观
。

在耕作方式及种薯扩繁方面
，

我所也进行了一

些探索和试验
。
于 ���� 年 �� 月在本所试验田内进

行了 ���耐 的中甸红眼种薯秋繁试验
，
���� 年 �

月底收获
，

平均单产 ���� �酬���时
。

收获后及时

用赤霉素催芽处理
，

于 �月 �� 日又到潞西市法帕

镇平河村 �海拔 ���� ��进行春繁
，

为其安全越

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

� 产业化产景

�
�

� 规划及目标

马铃薯做为德宏州突破
“
三冬

”
农业的主要作



中国马铃薯
，

第 �� 卷
，

第 �期
，
����

物
，
����年全州计划发展 ���� ��� 冬种加工型马

铃薯基地
，

平均单产 �
�

��
，

总产 加 万 �
，

实现净

产值 ���� 万元
。

远景发展规划目标为种植冬马铃

薯的面积达到 �
�

�万 ���
左右

，

实现净产值 �
�

�

亿元以上
。

�
�

� 发展冬马铃薯的优势

自然气候方面优势
�
首先

，

德宏州冬春季节的

光热水气条件较有利于马铃薯生长
，

其次是土壤资

源丰富
，

坝区 尚有近 �
�

�万 �时 的冬闲田可供开

发
。

半山区小春复种指数较低
，

冬季水肥条件较好

的部分土地闲置可供利用
。

另外
，

德宏州的耕地主

要分布在河谷山丘地带
，

土壤多为冲积型和洪积型

的沙壤土或黑泥土 �木香土�
，

均适宜马铃薯的生

长
。

在此基础上
，

选择有排灌条件和交通便利的田

块进行冬马铃薯的种植
，

精耕细作
，

加强水肥管理

和病虫害防治
，

获得高的经济效益是可行的
。

茬 口节令方面的优势
�
德宏州主要坝区每年 �

月至次年 �月的月平均气温在 ��
�

�一��
�

�℃之间
，

昼夜温差在 ��
�

�一��
�

�℃ ，

而马铃薯生长区域的

等温线为 �� ℃ ，

昼夜温差大又利于马铃薯的结薯

和薯块膨大
。
因此

，

我州种植马铃薯具有种植节令

弹性大的特点
，

一般 ��一�� 月播种
，

次年 �一�月

收获
，

其间市场供销紧俏且产值高
。

品种及栽培技术方面的优势
�
我州评价筛选出

的适宜种植 品种
，

如 中甸红 眼
、

大西洋等品种

�系�
，

冬播从出苗至成熟一般为 ��一�� �
，

属中熟

到早熟的品种类型
，

其适应性强
，

产量高
，

结薯集

中
，

薯块均匀
，

大薯率高
，

芽眼少而浅
，

品质好
，

适宜加工及对光不敏感等特点
，

能较好满足德宏州

低纬度
、

低海拔冬种地区的种植条件要求和薯块用

途要求
。
其 �一�月的适宜收获时期

，

也正是省内

外商品薯供应及加工企业原料供应的紧缺时期 �淡

季�
，

其鲜薯上市能为种植户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

栽培技术优势
�
我所经过试验和研究

，

已总结

出了一套较成功的适宜本州情况和易于群众接受的

丰产栽培技术措施
，

经过近几年的示范
、

培训
、

推

广
，

多数种植户已基本能按照该栽培技术措施的操

作要求进行规范化的种植
。

另外
，

本州各地群众种

植马铃薯有使用农家肥的习惯
，

这对改善土地肥

力
，

提高产量
，

持续发展绿色食品等均能起到很好

的保障作用
。

�
�

� 产品市场及销路

本州生产的马铃薯鲜薯主要用于供给省内外的

加土企业作原料和供应昆明
、

上海
、

广州等大中城

市 �一�月的菜用鲜薯市场
。

另外
，

本区及周围地区

的菜用鲜薯也可消耗一部分
，

甚至可 以出口到缅甸

等周边国家
。
省内外加工企业和鲜薯销售市场对云

南马铃薯优质商品薯的需求
，

预计每年约为 �� 万 �

左右
。

其中对淡季和反季 �晚秋
、

冬和早春季节�

优质商品薯或原料薯的需求每年约为 ��一�� 万 ��

随着我省马铃薯种植技术的提高
、

交通条件的改善
，

特别是出口鲜薯市场的拓展
，

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增

加
。
因此

，

利用德宏州 自然气候资源优势
，

大力发

展冬春优质马铃薯生产
，

其市场前景较为广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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