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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脱毒马铃薯推广的历史回顾
利川市自1962年引进优良马铃薯品种米拉以

来�马铃薯生产得到飞速发展�产量从0∙7万 t 提
高到5万 t 以上�是同期发展最快的作物�以其巨
大的增产效果跃身成为我市三大粮食作物之列�但
到80年代后期�虽然栽培技术在不断改进�生产投
入在不断增加�马铃薯单产却出现持续下跌趋势�
经研究分析�产量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米拉在长期的
生产过程中�病毒多代感染积累造成种性退化�生
产能力下降�为解决马铃薯种性退化问题�我市于
1990年开始试验、示范马铃薯脱毒种�增产效果十
分显著�10年时间总产达到8∙91万 t（折主粮�下同）�
较1989年的4∙25万 t 翻了一番。回首10年�我市脱
毒马铃薯推广历经三个阶段�实现了三个突破：

第一阶段 （1990～1991年） 是认识阶段。为
解决种性退化这一问题�1990年我们引进试验马
铃薯脱毒种�增产效果显著�1991年从太山庙原
种场一次调进700t 脱毒种�在全市大面积示范推
广�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
的首肯和广大农民的认可�实现了认识上的突破。

第二阶段 （1992～1996年） 种薯繁殖技术和
综合栽培技术体系形成阶段。这期间�在南方马铃
薯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我们针对如何提
高脱毒种薯的繁殖系数和挖掘其增产潜力进行了大

量的试验探索�单芽眼切块栽种、剪枝扦插等快繁
技术已较为熟练掌握�并总结形成了以脱毒种为基
础�平衡施肥、育芽带薯规范移栽、矮化防病、化
学调控等技术综合应用的栽培技术体系�实现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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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高倍扩繁和充分发挥其增产潜力的技术突破�我
市一级原种繁殖最高单产达到9∙75t／hm2。

第三阶段 （1997年以后） 综合技术大面积推
广应用阶段。通过前几年的示范推广�脱毒马铃薯
推广面积迅速扩大�产量显著提高�进一步显示了
综合技术的增产效果�实现了马铃薯脱毒种薯的普
及和产量大幅度提高的突破�1997年我市马铃薯
单产达到2∙55t／hm2�创历史最高纪录�大大提高
了农民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1998年全市马铃薯
种植面积达到2∙784万 hm2�单产首次突破3t／
hm2�总产达85120t�1999年产量进一步提高�
单产达3∙17t／hm2�总产达89066t�分别较1989
年增77∙6％和109∙4％。2000年各综合增产技术
已全面推开普及�早代脱毒种推广面积达1万
hm2�晚代种已普及全市�平衡施肥达到0∙8万
hm2�育芽带薯移栽达到6670hm2�晚疫病防治达
到1∙667万 hm2�多效唑、膨大素等化学调控技术
达到6670hm2�虽因气候原因�晚疫病暴发�但
产量仍在8万 t 以上。
2　马铃薯脱毒种薯推广的现状

目前我市推广的脱毒马铃薯品种有鄂马铃薯1
号、鄂芋1号、南中552、鄂马铃薯3号等�早代
脱毒种 （一级良种以上） 推广面积在6670hm2以
上�晚代种已普及全市�并建立和完善了种薯繁殖
体系及脱毒马铃薯推广体系�脱毒种薯推广已驶入
正常运作轨道。
2∙1　脱毒种薯繁殖体系建设

经过10年努力�我市三级脱毒种薯繁殖体系
已经形成其网络图为：

市一级原种基地 （一级原种） →乡 （镇） 二级
原种基地 （二级原种） →重点村组或农户 （一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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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农户 （繁殖生产种及大田生产）。
已建成一级原种基地4hm2�二级原种基地40

hm2�每年可提供二级原种1000t 以上�各基地基
础设施日趋完善�繁殖技术相继完善�面积正在按
需求逐年扩大�是我市大面积推广脱毒种薯、稳定
提高马铃薯产量的依托和基础。
2∙2　脱毒马铃薯推广体系建设

从1996年开始�成立了由市分管领导、农委、
财政局、农业局领导组成的脱毒种薯推广工作领导
小组�各乡 （镇） 亦相应成立了领导专班�形成了
市、乡、村各级领导组成的推广行政指挥网络�负
责组织全市脱毒种薯的繁殖、示范、推广工作�市
政府为切实加强脱毒种薯的推广力度�每年还拨出
专款补贴脱毒种薯的生产繁殖�并落实专人抓脱毒
种薯的体系建设及高产示范样板工作�各乡 （镇）
亦有专人抓脱毒种薯的二级基地建设和推广工作�
这为脱毒种薯的推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3　脱毒马铃薯综合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建设

随着作物群体理论研究的深入�针对我市的气候
特点和种植方式�建立了以马铃薯顶端优势利用�培
育健壮个体�建立丰产群体的技术理论体系�提炼出
了以脱毒种为基础�平衡施肥、育芽移栽、矮化防
病、化学调控等技术综合应用的全套操作技术体系�
为我市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3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　高产而不优质�商品率低下

近几年推广的鄂马铃薯1号、鄂芋1号、南中
552丰产与品质不良的矛盾十分突出�商品马铃薯
消费者及商家对此很不满意�从而影响了我市马铃
薯的商品率�多作饲料转化�对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有所影响。
3∙2　脱毒种薯生产成本高�农民栽用时间短

目前早代脱毒种薯基地均在高山�交通运输不
便�且繁殖技术要求高�生产成本大�每年都需财
政补贴种薯体系才能维持�而农民大田生产用的基
本上五代以上的晚代�其丰产性远不及早代种�农
民每两年需换一次种�若财政不再补贴�农民的生
产成本必然增加�势必会影响农民种植脱毒马铃薯
的积极性。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发展：
3∙2∙1　进一步完善脱毒种薯体系建设

继续争取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和市委、市政府

的重视�完善各基地设施�扩大种薯生产规模�在
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扩大外销�将服务型基地
建成实体型基地。
3∙2∙2　推广优质品种

1998年我们开始对中国南方马铃薯中心新近
选育的鄂马铃薯3号进行试验示范�对该品种的品
质、丰产、抗病、薯型好、淀粉含量高、块茎个体
大等特点�很受消费者和马铃薯经销商的青睐�这
是一个替代原有优良品种的非常理想的品种�应加
大对该品种繁殖和推广力度。
3∙2∙3　提高种薯繁殖系数�降低生产成本�走种
薯产业化道路

一是在一级原种的繁殖上�尽力提高繁殖系
数�在保证产量的同时�降低大薯比例�为二级原
种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种薯的市场竞争能力。二是
从各二级基地开始�加强防种性退化的技术应用�
从防止病毒再感染�降低病毒积累入手�综合提高
种薯质量和丰产优产性能。延长种薯使用年限。
4　脱毒马铃薯产业化发展的前景展望
4∙1　种薯需求缺口大

马铃薯是一个粮、蔬、饲兼用作物�本市可种
面积2∙5万 hm2�按目前三年普及速度计算�每年
需生产一级原种120t�二级原种1200t�一级良
种3∙7万 t�目前我们的供给能力不足10％�缺口
相当大�加之周边地区脱毒种薯的需求量更大。
4∙2　优质商品薯的需求量将逐年增大

据市场调查�目前我市马铃薯以其价廉、耐贮
运、季节差明显的优势已在成都、重庆、武汉、沙
市、万州等蔬菜市场占据1万 t 左右的销售量�随
着我市以满足周边大中城市秋淡季蔬菜市场需求的

蔬菜产业的发展壮大�马铃薯的市场需求量将逐年
增加�鄂马铃薯3号的推广普及�它将以芽眼浅、
薯型好、淀粉含量高、块茎大等优良的商品质量吸
引更多的商家和消费者的青睐�将大大提高利川马
铃薯的市场竞争能力�特别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实施�泸蓉高速公路、枝万铁路将相继开通使
用�届时运输条件的改善�运输成本的降低�将进
一步提高我市马铃薯的市场竞争能力�开拓更多的
市场。利川优质马铃铃薯生产将成为我市最具竞争
能力的外向型种植业�亦将更加提高马铃薯脱毒种
薯的需求量�刺激马铃薯脱毒种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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