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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温

资源十分丰富。马铃薯在广西已有100多年的栽培
历史�农民早形成了种植马铃薯的习惯。但是�长
期以来马铃薯在广西只是零星种植�并主要作为蔬
菜食用。在种植季节上大部分地区是冬种春收�桂
北部分地区为春种秋收。

进入90年代以来�广西的马铃薯得到了较快
的发展�种植面积由1950年的0∙2万 hm2�发展到
1994年的6∙13万 hm2�增加了近30倍。1998年虽
然遇到较严重的秋冬旱�种植面积仍达4∙9万
hm2。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北方地区以及贵州、云
南等高产优质的马铃薯品种的引入�特别是一些脱
毒马铃薯种薯的生产供应�使我区马铃薯的单产和
效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单产由过去的4500kg／
hm2�上升到现在的15000kg／hm2左右�高产典型
达75000kg／hm2�种植效益由过去的4500～7500元
增加到现在的1∙5万～2∙25万元�高的可达4∙5万
元�较大的调动了农民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其二
我区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少数民族地区�1998年全
区耕地面积为257万 hm2�人口为4675万人�人均
耕地仅为0∙055hm2�农民人年均收入只有1972
元。为了充分发挥我区冬季优越的气候、土地资
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
从90年代初开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把冬季农业
开发工作真正当作一项任务来抓�使冬季农业开发
一年跃上一个新台阶�目前冬种面积已达113万
hm2�主要有冬粮、冬菜、冬油、冬绿肥等�而马
铃薯由于其有适应性广�高产稳产�用途广泛�亦
粮亦菜亦饲等优势�而受到了我区人们的重视�已
成为我区的冬种生产中的一个主栽作物之一。
　收稿日期：1999－09－18

应该看到�广西发展冬种马铃薯不仅具有良好
的光、温、日照等气候资源和广阔的土地资源�而
且还有着广泛的群众种植基础�有着良好的发展前
景。但是马铃薯在我区的发展从1994年又陷入了
一个徘徊不前的局面�种植面积只占冬种面积的
5％左右。
2　制约广西马铃薯生产发展的主要原因
2∙1　缺乏政府行为

目前我区农村经济较为薄弱�现有农民思想意
识相对落后�在我区一项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一
个新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应用�都需要有政府行
为�且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如我区水稻旱育稀植技
术的推广�就前后投入了推广经费上千万元。此
外�我区冬油菜、冬绿肥等的推广�都有政府的参
与�每年有一定的专项经费投入�才获得了较好的
成效。而我区马铃薯生产虽然种植时间长�但长期
以来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没有资金投入�更
没有形成良好的推广体系和产供销加工一条龙的产

业化体系�因此生产就一直处在自由发展的状态
下�不能形成规模生产�发展缓慢。
2∙2　马铃薯种源混乱�留种困难

由于广西一年四季空气湿度大�因此马铃薯易
发生细菌性的青枯病、真菌性的晚疫病以及各种病
毒性病害�特别是晚疫病发生较为严重�致使种薯
退化快�第二年种植产量明显下降；而且在我区留
种�一般要贮存8个月左右�要经过漫长炎热的夏
季高温�薯块容易发芽和腐烂�大大降低了薯块的
质量和品质�可用率也因此大大下降�因此每年都
要从北方等马铃薯生产地大量调种�而大量调种又
带来一系列问题：①不是农业部门调种�因此对品
种的特征特性不了解�造成农民盲目种植�栽培管
理混乱；②把商品薯当种薯�因此产量和品质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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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保证；③由于从北方调种�受运输条件的限
制�短时间内很难满足人们播种时大量用种的需
求；④北方的种薯一般在9月份收获�而我区播种
在9～11月份�相隔时间较短�往往由于种薯休眠
期的影响�造成发芽慢�出苗迟�生长时间就相对
拖后�这样就使得马铃薯的生长后期遇上我区2～
4月的霉雨季节�青枯病、晚疫病等病害发生严
重�造成减产或失收。
2∙3　没有专门的部门或机构进行管理和指导

一是在我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科研单位对马铃

薯进行研究和开发�一直以来都没有总结归纳出一
套适应我区的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国内外马铃薯
的新品种和新技术更是难以传授给农民；二是农业
部门没有很好的承担管理和指导的职责�使马铃薯
生产从品种的选择、种薯的调运到种植规划、栽培
管理�直到加工销售�既无年内计划�更没有一个
长远的规划�致使我区马铃薯的生产一直处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上。只是个别年份某些种子公司经营种
薯�但由于利润低�甚至亏损�使得种子公司缺乏
经营的积极性；三是马铃薯的统计在我区还不明确
是归在粮食类�还是归在蔬菜类�而且现在报表上
也只有面积的统计数�而没有产量的统计数。
2∙4　没有 “龙头” 企业的带动

马铃薯是一个用途广泛�产业化程度高�易于
加工的作物�通过加工产值方可得到大幅度的提
高�而在我区目前只有零星几家小型的马铃薯加工
厂�加工淀粉和薯片�但由于加工能力小�用量不
多�且属于粗加工�加工产品质量低�效益不高�
因此很难带动我区马铃薯生产的大发展。
3　发展对策
3∙1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加投入

马铃薯是一个增产潜力大、产业化程度高的作
物�我国许多专家认为�解决21世界粮食问题�
马铃薯的充分开发与利用是首选方案。马铃薯在我
区冬季种植既不与其他作物争地�又能充分利用我
区冬季的光温水资源�增加一季作物产量；而且我
区的马铃薯在高产栽培下产量相当于两季水稻的产

量 （按5∶1折算）�加工后产值更是大大超过水稻。
此外�我区群众有冬种马铃薯的习惯和经验�但由
于饮食习惯�一般只作蔬菜食用�自销数量较少�
因此�大力发展马铃薯生产�就必须加强领导�积

极引导�增加投入�协调好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把
马铃薯作为一个产业化农业进行开发和管理。
3∙2　想方设法�切实解决种薯的供应问题

通过大面积使用脱毒种薯�这样才能较大地提
高我区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近期必须做好如下工
作：①组织有关单位选择在我区种植面积较大、群
众喜欢的品种�包括我区本地品种以及国内外较优
良品种�在全区进行区域布点�通过两年左右时间
的品种对比试验�筛选出适合广西种植、高产稳
产、抗逆性�特别是抗晚疫病能力强�具有一定加
工性能的品种在全区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②我区
农业部门的种子公司或相关单位与3～5家颇具实
力、信誉度高的马铃薯种业公司或单位建立长期的
种薯供应关系�以保证我区种薯的种子质量和每年
的种子的按时按量供应�使我区优良品种和脱毒种
薯的面积占80％以上；③通过试验摸索�争取建
立广西马铃薯的夏繁基地�利用我区一些高海拔县
市夏季气温较低、温差较大的自然条件进行马铃薯
的夏季繁殖�为广西马铃薯的种薯供应增加一条新
的路子�解决我区部分种薯供应。目前我们已在三
个高海拔的县进行夏繁试验。
3∙3　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不断更新我区传统的栽培方法�积极引进国内
外马铃薯先进的高产栽培技术�如增施有机肥、高
培土�加强病虫害的防治�还有切顶芽法、施用膨
大剂、割秧避病等先进的栽培技术。在我区通过马
铃薯良种与良法相结合�才能进一步地提高马铃薯
的产量和产值�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
3∙4　抓好马铃薯生产 “龙头” 企业的建设

“龙头” 企业的建设一是要积极扶持和改建区内
原有的马铃薯加工企业�使他们的生产上规模、上档
次�较大地提高马铃薯加工能力�提高产品的品质�
使企业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增加农民的收
益；二是在种植面积较大、产量较高又无加工企业的
地区�如我区的桂南地区�新建马铃薯加工厂�以企
业带动大面积生产�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马铃薯生
产�最大限度地发挥加工厂的 “龙头” 作用；三是改
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知名的马铃薯加工企业到广
西办厂办企业�或与广西合作办厂进行马铃薯的加
工�并由他们提供种薯�生产适合他们加工的品种�
从而加快我区马铃薯生产、加工与市场的衔接步伐�
把广西的马铃薯生产迅速地推向国内和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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