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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无霜期长�在180～

300d�年平均温度在10～18℃�最热月平均温度
在22～28℃�属马铃薯二季作栽培地区。本地区
由于气候限制�马铃薯栽培面积不足全国总面积的
5％�但由于育种工作者多年的努力�培育出了适
合当地栽培的郑薯1～6号一系列品种�并成为了
当地的主栽品种�同时在本地区逐步建立起马铃薯
繁育体系�解决了当地留种的技术难题�为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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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在当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几年�随着农村
产业结构的调整�马铃薯由于种种优点而为广大农
民接受�种植面积连年扩大�对种薯的需求量也大
幅度增加。
2　育种现状

目前河南省仅有郑州市蔬菜研究所进行马铃薯

育种工作�主要采用常规杂交育种方法。
2∙1　育种目标

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河南省内绝大部分地区
只适合中、早熟品种栽培�因此多年来主要以早
熟、抗病、高产为育种目标�根据市场需求�以黄
皮、黄肉、芽眼浅为性状要求。近几年�由于马铃

5∙3∙3　做好技术培训工作�改进和提高栽培技术
举办各类培训班�提高人员素质�改变落后的

栽培方式�培植高产示范户�加大示范推广力度�
充分利用马铃薯生育期短的特点�大力发展间套
作�努力探索丰产栽培的新途径。
5∙3∙4　建立建全脱毒种薯繁育体系�提高种薯质量

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即现已建立的毕节地区马铃
薯育种脱毒开发中心和威宁县马铃薯脱毒中心。以这
两个中心为核心向各个方位辐射�地区育种脱毒中心
和威宁县脱毒中心负责品种筛选、脱毒、繁殖种苗生
产微型薯�提供给各个生态区建立种薯生产基地�从
而实现全区品种布局合理化�种薯质量优质化。
5∙4　抓产品加工�建龙头企业

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农产品只有通过加
工才能提高产值�马铃薯不同于其它作物�销售初级
产品�不但产值低�亦不耐贮藏�并且生产一旦过剩
将会因腐烂而损失惨重。没有大型加工企业作后盾�
初级产品市场必定有限�季节性强�市场波动剧烈�

农民得不到利益保障。通过加工可以把难以贮运的鲜
薯变成易于贮运的中间产品和商品实现加工增值。国
际上�美国和荷兰各种马铃薯加工品占产量的50％�
鲜薯只占32％�我国平均用于加工的不到总产的5％�
因此要提高马铃薯产值�促进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毕
节作为一个马铃薯主产区�应加强马铃薯加工业的建
设�以带动整个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使马铃薯成为毕
节地区经济腾飞的龙头企业。
5∙5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扩大产品市场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链条中�信息网络建设都
至关重要�要切实加强信息交流�搞好科学预测�
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咨询服务�随时掌握市场需求状
况�加强市场研究�科学地计划指导生产�通过信
息网络的建设扩大我区的马铃薯市场。

总之�发展马铃薯产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品
种为基础�加工为龙头�科技信息为依托�经济效
益为中心。实行育种、脱毒、生产、加工、销售一
体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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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炸片、炸条加工业在国内的迅速发展�而国内加
工专用品种十分稀少�因此在保持原有育种目标的
同时�开始注重加工品质、加工性状的选育。
2∙2　育种方法和规模

马铃薯开花结实除与品种密切相关外�对温
度、湿度和光照等条件十分敏感�一般在开花期日
均气温18～20℃�空气相对湿度80％～90％�每
日光照时数不低于12h�开花繁茂�结实率高�高
温干旱或连阴雨等都会影响开花结实。而河南省地
处低海拔�低纬度地带�气温较高�大部分时间不
利于马铃薯开花结实�仅在每年的4月末至5月上
中旬这段时间�经过孕蕾期赤酶素诱导开花�开花
期采取小水勤浇�创造低温度、高湿度人工小气候
等多相措施�促进开花、结实�但杂交结实率仍然
很低。目前�保存育种材料40余份�年杂交花
1200朵左右�可获得杂交果120个左右�结实率
在10％左右�实生籽7000～10000粒。
2∙3　存在问题

首先�育种材料少�基因库狭窄�尤其是专用
加工品种的选育可选用材料奇缺�国内尚未建立专
用加工品种育种材料的引进、鉴定和保存�因此增
加了育种工作的盲目性�势必影响育种效果�需不
断引进、筛选、鉴定、创造、发现育种材料�并与
大的科研机构合作�探讨育种技术的突破�如2n
配子材料的使用�生物技术育种的应用等�增加育
种的目的性�提高育种效率。

其次�实生籽入选率基本保持在7％左右�利
用率很低�实生苗单株选育过程以及以后的无性选
育过程受个人经验、栽培环境影响很大�需改进现
有选育种规程�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育种程序�
提高选育效率�缩短育种年限。
3　种薯生产现状
3∙1　现状

河南省属于中原二季作地区�由于气候条件的
影响�多年来马铃薯在当地无法留种�主要靠从北
方一季作地区引种来推广种植�严重制约了马铃薯
在河南省的发展�后经育种者努力�摸索总结出一
套二季区留种栽培技术�实行春季早种早收�秋季
小薯整薯适当晚种晚收�避蚜躲高温�结合株选留
种�较好地控制病毒病的蔓延�长期保持了现主栽
品种郑薯5号、6号的优良种性�实现了就地留

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较完善的种薯生产体系�
仅郑州地区拥有严格管理的繁种基地200hm2左
右�已形成了年提供优良种薯300～500万 kg的能
力。成为全省最大、质量最好的供种基地。
3∙2　存在问题

一是种薯生产缺乏统一管理�种薯级别较混
乱�种子管理部门需加强管理�建立种薯分级标准
和检测制度�使马铃薯生产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是马铃薯脱毒体系的建立已迫在眉捷。马铃
薯病毒病引起的退化问题一直都是制约马铃薯生产

的关键所在�虽然河南省近些年利用二季作留种技
术较好地保持了主栽品种郑薯5号、6号的种性�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推广时间的增长�
病毒病的危害势必会影响马铃薯在河南省的发展。
因此�应尽早建立脱毒体系�用脱毒种薯代替常规
种薯�更有效地保持优良品种的种性。

三是河南省应尽早建立脱毒体系�也有利于与
全国种薯生产接轨�继而在中国加入 WTO 后�与
世界种薯生产接轨。
4　产业化发展前景

马铃薯生产虽然是近几年在河南省逐渐兴起的

一项产业�但由于其具有种植简单、耐贮运、售价
稳定、用途广泛等特点�市场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其中最具产业化开发潜力的是鲜薯出口与马铃薯加

工两个方面。
4∙1　鲜薯出口

河南省主栽品种郑薯5号、6号�已达到鲜薯
出口一级标准�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但由于仅是
农户小规模分散种植�出口商分散收购�出口渠道
不稳定�很难形成产业化。如果能与出口公司合
作�建立集约化的大规模商品薯生产基地�由科研
单位提供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统一管理�统一包
装�统一品牌�形成一个公司＋科研＋农民的产业
结构�一定能推动产业化进程。
4∙2　马铃薯加工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同时马铃薯属春
秋两季栽培�薯源充足�这些都有利于马铃薯加工
业的发展�但目前本省尚无专用加工品种的种植�
因此育种者应加快加工品种的培育�同时注重现有
加工专用品种的引进推广�逐步建立加工品种生产
基地�为加工业的兴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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