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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处于云贵高原

台面与侧面的结合部�素有高寒山区之称。全区
耕地面积43∙3万 hm2�其中70％以上耕地分布
在海拔1400m 以上�旱地占86％�以旱地农业
为主体。区内年均温12∙8℃�降雨量1000mm
左右�气候凉爽�雨量充沛�十分有利于马铃薯
栽培。地区内马铃薯是一种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播种面积和产量仅次于玉米占第二位�是山区人
民的主副食品和发展畜牧业的主要饲料来源。因
而马铃薯在我区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全区马铃薯播种面积1999年为14∙3万 hm2�
占全省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是贵州马铃薯
的主产区。就毕节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气
候条件�将马铃薯建成一个大的产业是完全可能
的。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如
何加快全区马铃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是当今急需

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2　调整毕节地区马铃薯的产业方向�明确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目标

　　马铃薯的营养成分齐全�含量丰富�马铃薯及
其产品的市场潜力很大�就毕节地区自然条件和市
场需求看�我区马铃薯产业的方向和发展目标可定
位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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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种薯生产
毕节地区西部的赫章、威宁及中部大方的部分

乡镇�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马铃薯生长茂盛、
健壮�种薯质量好�历来都是本省和邻近省区的种
源基地。但由于基地建设及栽培技术不规范�常以
“大路货” 作种薯调出�影响了市场的拓展。目前
发展薯类已成为我省和南方许多地区种植业结构调

整中的一个重点�抓住这个机遇�把我区建成南方
的一个种薯生产和供应基地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2∙2　块茎加工

马铃薯块茎可加工出2000多种产品�并广泛
用于食品、饮料、医药、纺织、化工、造纸等行
业。世界马铃薯块茎的70％都用于加工�美国甚
至高达80％～90％�而我国90％的薯块都用于鲜
食�仅10％用于加工�且多数是生产粉条、粉丝
及粗淀粉等初级产品。美国1993年仅出口到日本、
台湾、韩国及香港四地的薯条、薯片就达32万 t�
价值6亿美元。近5年出口量更迅速增长�台湾增
长4∙7倍�韩国增长5∙5倍。我国虽作为世界最大
的马铃薯生产国�但伴随 “麦当劳”、“肯德基” 的
扩展�还源源不断地从美国进口大批的马铃薯制
品。据报道�1987年美国出口我国的冷冻薯条仅
28t�1997年就猛增到1500t。美国预测�到2005
年要向我国出口22∙7万 t�将成为美国马铃薯加工
业的大市场。

除食品外�马铃薯加工的主导产品是精淀粉和
变性淀粉�我国精淀粉和变性淀粉的年需要量为
15万 t�而国内年生产能力仅3万 t�需从国外购
进13t 左右。就是一般淀粉也存在加工档次低、
产品质量差的问题。例如�有名的康师傅方便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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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食品每年需要6万 t 优质马铃薯淀粉�也主要
靠进口。淀粉加工还可以加工全粉�全粉的国际市
场更大�价格更高。据报道�每1t 精粉价格为
3000～4000元�1t 全粉则高达1～1∙4万元。而
生产1kg全粉所需块茎就是6～7kg。

马铃薯加工有巨大潜力和拓展空间。从我区实
际情况出发�可两条腿同时走：一是发展小型加工
企业�生产粉条、粉丝、炸片、炸条等。目前�四
川已研制出一套适合家庭办厂用�日产200包成套
炸片设备可供选用；二是引进资金技术建大型的现
代化加工企业�生产精粉、全粉、变性淀粉、高档
薯制品及其深加工制品如乳酸、吸水树脂、环糊精
等。
2∙3　鲜薯外销

随着饮食文化的进步�马铃薯在城市居民餐桌
上的地位将会逐渐提高�人均消费量会逐渐增大�
在全区交通条件改善�特别是贵毕路全线贯通、威
宁通火车之后�向准东南沿海及成都、重庆、南
宁、贵阳、昆明等市场�组织鲜薯外销�把产品变
为商品�对促进我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也是极为重
要的。
3　调整马铃薯种植结构�适应马铃薯产业
发展的目标

　　目前�我区马铃薯生产现状一是品种单调�二
是品种布局不合理�三是耕作粗放。因而�马铃薯
种植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3∙1　品种结构调整

毕节地区生产上目前主栽的米拉、威芋3号、
克选10号等品种都属于鲜食型品种�调整重点是
大力发展加工型品种。炸片用品种在国内首推的
是美国 “大西洋”。该品种除对晚疫病的抗性较差
外�在我区表现还基本适应。制粉品种�国内较
好的是克新2号�淀粉含量稳定在17％以上�高
的可达21％�近年从白俄罗斯引进的白引4号淀
粉含量高达18％～26％�如试种成功后�可逐步
扩大种植。
3∙2　栽培技术调整

优良品种要有配套的栽培技术�方能显现出其
优良性状�获得高产。就我区目前马铃薯栽培而
言�首先是要迅速完善和健全脱毒种薯生产体系�
严格按照脱毒种薯生产程序和操作技术生产种薯�

确保生产种薯的高质量。其次是采用相应的高产栽
培技术�强化田间管理。尤其是现用的加工型品
种�一般都不抗晚疫病�田间药剂防治极为重要�
生长期内一般都要进行多次药防。为了提高淀粉含
量�在施用肥料方面�除增施有机肥�磷钾肥外�
还要 强调结薯期喷施锌、钼、铜等微量元素。第
三是外销鲜薯为了抢占市场�应大力推广地膜覆盖
栽培�一般可提早20d上市�效益特佳。
3∙3　种植区划调整

把外调种薯的生产基地建在生产水平较高、且
交通条件方便的地区�加工炸片、炸条的薯块为便
于清洗�要求栽培土壤不宜粘重�而应选沙壤性土
壤或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种植。种薯生产基地要
求选择海拔较高、风大、地势开阔�有一定隔离条
件的地块�且要求前茬为非茄科植物。
4　调整马铃薯产、加、销一体化的重点�
以营销带动产业发展

　　长期以来�在马铃薯产业上总是习惯性地把生
产作为重点来抓�事实上�即使我区马铃薯产量再
翻一番�而加、销状况没有改变的话�马铃薯产业
也不会有多大的发展。美国马铃薯之所以能成为一
个赚大钱的大产业�除他具有发达的加工业外�抓
营销是它的主要手段。他们在农业部的下面�专门
成立了一个马铃薯促销局�向世界各地推销美国马
铃薯产品。

调整马铃薯的产、加、销一体化�就是要实施
营销战略�改变传统的七分抓生产三分抓经营为七
分抓经营三分抓生产。组织精干的营销队伍�到沿
海省区大中城市和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市、县上门推
销商品薯和种薯�签订购销合同�走订单农业的路
子。

随着我国加入 WTO�马铃薯的出口业很可能
迅速兴起。因为马铃薯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我国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离我国不远的东南亚就
是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对此�我区近邻的云南省
悟得较早�他们为此以云南省政府的名义与世界马
铃薯大会董事局签订了承办2003年世界马铃薯大
会的协议。会议虽然在昆明召开�但他们的目光早
已盯向外面了。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开始作准备和努
力探索�毕节的马铃薯走向世界也是完全可以实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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