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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依据市场经
济优化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在河北省逐步实行
马铃薯区域和专业化生产�建立健全符合河北省不
同生态区域内的脱毒马铃薯制种和繁种体系�使其
不同用途和专用型马铃薯品种达到合理化布局�规
范化生产�实现品种要求的肥水管理水平与当地的
生产条件及吻合市场需求相适应�以期实现稳定增
产和持续增值。
　收稿日期：1999－04－23

河北省的地域差异较大�但在全省不同作区内均有
种植马铃薯�经综合农业区划�可划分出8个不同
生态区域�即坝上高原寒旱区 （该区又划分坝头低
温冷凉区�坝中温暖湿润区和坝北丘陵干旱区）、
燕山山区丘陵区、冀西北间山盆地区、太行山山地
丘陵区、燕山山麓平原区、太行山山麓平原区、低
平原粮棉农区和滨海平原农牧渔产盐区。笔者依据
上述区域划分�提出各生态区适宜主栽的马铃薯品
种�为分类指导马铃薯产业种植提出科学依据。

究及信息中心�以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先进的仪器
设备为基础�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通
过国际间合作�提高我国马铃薯的研究水平�同时
通过互联网及时向国内发布国际、国内最新报告及
市场行情。
2∙2　充分进行协作研究的开发工作

各马铃薯生产大省在现有科研力量的基础上�
充分进行协作研究�要在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下�
针对本地区的马铃薯科研与生产进行联合研究与开

发工作�这样便可由分散变成集中�使有限的人
力、物力、财力得到充分的利用。
2∙3　建立脱毒马铃薯产业化工程体系
2∙3∙1　建立良种选育工程体系

主要由省级以上的科研单位承担�研究目标要
与国际市场接轨�选育出适销对路的品种。在育种
的方法上�力求先进�如采用染色体育种技术、基
因工程技术等�短期内选育出高产、优质、抗病、
抗逆性强的新品种。另外�特殊用途的马铃薯品种
的选育也不可忽视。
2∙3∙2　建立脱毒快繁及微型薯生产工程体系

主要在地、市、县级的具有一定条件的科研或
生产单位进行�通过优良品种的脱毒快繁及大批量

原原种、原种的生产�为生产上提供高品质的种薯。
2∙3∙3　建立丰产栽培技术体系

由种薯生产部门、技术人员和农户共同组成�
通过研究或将已有的科研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或重
新组装�形成新的简单易学、适合当地生态条件及
栽培品种的丰产栽培技术体系。
2∙3∙4　建立种薯质量保证工程体系

有条件的省级研究所�要组建马铃薯质检中
心�对各地所生产的种薯进行质量检验及认证�否
则不得用作种薯出售。在县、乡、村建立层层负责
乡、村、户的种薯质量的动态监测�并将所发现的
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2∙3∙5　建立产品销售工程体系

以县、乡为单位�建立种薯销售公司�也可以
采用公司＋农户的方式�事先由公司与农户签定收
购及销售合同�由农户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生产�
由公司统一销售。
2∙3∙6　建立产品加工体系

随着人们对马铃薯及其加工产品认识的逐步提

高�使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因此建议有
条件的地区�应通过各种渠道�建立自己的薯类产
品加工厂�在产品的品种上勇于创新�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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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坝上高原寒旱区
该区位于河北省的最北部�是全省的马铃薯集

中产区�由于土质肥沃、质地疏松�有机质含量高
达3∙0％～6∙7％�雨季集中于马铃薯现蕾至盛花
期�加之进入晚秋后昼夜温差大�所生产的马铃薯
块茎不但大、中薯率高�而且表皮光滑�很受市场
青睐�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建立以来�马铃薯被公
认为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作物。目前分布于坝上高
原寒旱区的马铃薯品种为5个类型�即创汇型品种
有 “金冠”、“冀张薯5号”、“台湾红皮”；炸薯条
（片） 加工型品种有 “夏坡蒂”、“大西洋”、“冀张
薯4号”；淀粉型品种有 “虎头”、 “冀张薯2号”、
“89-1-73”；商品型品种有 “冀张薯3号”、“克新1
号”、“冀张薯1号” 和适且冀中平原二季作栽培型
品种有 “克新4号”、 “郑薯5号”、 “坝薯9号”、
“中薯2号、3号”、 “费乌瑞它” 等。因品种各异
对配套栽培技术的补偿截然不同�株型、地下块茎
的膨大发育时期以及成熟期差异较大�对生产中的
管理条件要求较为严格�如晚熟品种绝对不能在冀
中平原二季作区种植�早熟品种在一季作区的播种
期和单位面积上的有效株数确定以及地力上的选择

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按照生态区域特色规模化、
产业化布局和选用品种是提高马铃薯产量的关键措

施之一。
1∙1　坝头低温冷凉区

主要包括张北县南部沽源县西部�赤诚、崇礼
县北部�尚义县西南部沿坝头的狭长地带内�该区
海拔1115～1340m�土壤有机质含量在3∙0％～
5∙7％�该区雨偏多�无霜期85～93d 左右�应选
用耐肥水�生长前期发育快�生育期中熟的创汇型
品种 “金冠”、 “坝薯9号” 和 “冀张薯5号” 为
宜�播种期应在5月5日～8日�播前须认真进行
种薯催芽晒种�尽力延长马铃薯的生育日数�苗期
闷耙细锄�提高地温�助苗出土�在马铃薯的现蕾
至盛花期要吻合本区的降雨集中期�以利块茎膨
大�增加单株产量和结薯个数提高总产。
1∙2　坝中温暖湿润区

主要包括张北、尚义、沽源和丰宁县大部�该
区常年降雨比坝头冷凉区少30～45mm�且近几
年降雨表现不集中�无霜期95～105d�有效积温
2300℃�地势平坦�多为粟钙土和沙壤旱平地�土

壤有机质含量在1∙5％～2∙0％之间�适宜种植淀
粉型品种 “冀张薯2号” 和商品型品种 “冀张薯3
号” 和 “克新1号” 部分二阴旱滩地适当搭配 “坝
薯9号”、 “中薯2号、3号”�该区可逐步在冀中
平原建立稳定的二季作区马铃薯繁种基地。
1∙3　坝北丘陵干旱区

主要包括康保、尚义、围场县北部�该区的特
征是5～6月份降雨偏少�年降雨比坝头冷凉区少
50～70mm�大风日数多�蒸发量达1700mm以上�
适宜种植的马铃薯品种是 “冀张薯1号”、“虎头”、
“冀张薯2号”�块茎膨大偏晚�能够吻合该区雨季
的晚熟品种�就大力推广小整薯直播�以利抗旱保
全苗。
2　燕山山地丘陵区

该区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主辖唐山、秦皇
岛、承德坝下各县�该区年降雨充沛�湿润温暖�
年降雨650～700mm�且雨量分布较均匀�土层深
厚富含钾�近几年该区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
大�但选择适宜品种是提高效益的关键�在马铃薯
产业结构调整中应以春作马铃薯�后茬种秋菜的模
式。适宜发展的马铃薯品种是 “克新4号”、“东农
303” 和 “郑薯5号”。播种期应在3月中旬�种植
方式是地膜覆盖和 “大垄集肥” 栽培�收获期应在
6月中旬�作为商品薯调剂补充市场菜用马铃薯淡
季。
3　冀西北间山盆地区

该区划分的依据系指张家口市的坝下川区和浅

山丘陵区�全区包括宣化、蔚县、涿鹿和阳原、怀
安县等�位于恒山、太行山、燕山交界处�海拔
780～1150m�由于四周群山环抱�中间略有低洼
称间山盆地区。该区土层较厚�砂质宣润�有机质
含量在1∙9％～2∙6％�部分浅山区高达5∙8％。自
然特点是光照充足�全区日照时数2800～3100h�
年平均气温4～10℃�降雨量450～520mm�无霜
期120～155d�属一季作区。适宜不同熟期的马铃
薯生产�但从本区的马铃薯品种分布看�表现品种
单一�老品种顺延当家至今�品种的更新速度不
快�退化染病普遍�产量低下�所以该区的马铃薯
品种布局和发展对策是：在赤诚、怀来、涿鹿县一
带因毗邻北京、天津�应集中发展商品型大、中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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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的品种 “坝薯8号”、 “冀张薯3号”；怀安县
浅山丘陵区和缓坡梯田较多�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其
它市 （县） 多�如该县第三堡乡全乡年种马铃薯
233hm2�全乡人均马铃薯收入达850元�主要是
靠当地农户具有传统的马铃薯淀粉粗加工和粉丝、
粉条加工经验�加之该县又有中型淀粉加工厂正在
兴建。本着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带动加工业发展的
格局�应大力推广淀粉含量在17∙5％～20∙0％�
耐贮性较好的品种 “冀张薯2号”、 “89-1-73” 和
“一墩青”；宣化、张家口市和万全县一带应发展种
植 “坝薯9号”、“中薯2号” 和 “费乌瑞它” 早熟
品种�要求6日底成熟�收获马铃薯后可复种一茬
大白菜和 “雪里红”�二茬合计效益收入十分可观。
4　太行山山地丘陵区

该区位于河北省中西部�包括保定、石家庄、
邢台和邯郸等8个市所辖县�海拔750～1800m�
自然特点是降雨量较多�日照时数2800～3000h�
年平均气温8∙5～13℃。本区历年以种植冬小麦、
玉米和棉花为主�由于近几年这些作物多年连茬种
植�投入不断加大�但单位面积效益不佳�随着栽
培耕作制度的革新和 “两高一优” 农业的不断发
展�优化种植模式是该区的一大特征。如马铃薯套
种玉米、棉花和冬小麦�单作马铃薯覆膜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但马铃薯的品种选用上往往不对路�拉
空档错淡季不吻合市场�这是该区农户在发展种植
马铃薯上十分关注的问题�在上述区域内应选用共
生期短、马铃薯块茎形成早、膨大块、株型紧凑、
互不争光热的品种�如 “丰收白”、“郑薯5号” 和
“费乌瑞它” 以及 “东农303”�切忌选用生育日数
超过80d的中熟品种�种薯应由高海拔的一季区的
坝上高原寒旱区提供�本着实行北薯南种�注重信
誉�质量第一�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跨生态区域种
薯产业开发�种薯级别不得选用一级种�减少成本
投资。间套种植的样式各县 （市） 可自行模拟制
定�播种期应在2月中旬�播前须在20～22℃暖
室催芽。
5　燕山山麓平原区

该区系指廊坊和衡水一带�特征是商品经济发
展迅速�水土条件优越�不受干旱胁迫�质地疏

松�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较强�有机质含量在
2∙0％～6∙1％�年平均气温在10～12℃�为两年
三熟制�适宜本区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应是休眠期
短、薯形好、株型不繁茂、前期生长发育快、结薯
集中的 “中薯2号”、“克新4号” 和 “费乌瑞它”�
这些品种又可单作�既可和棉花间套种植�播种期
应在3月上旬�收获期是6月上旬�尽量减少两种
作物的共生期�单作每 hm2的播种密度应在67500
株�且应加大土壤的农肥投入力度�满足生长周期
短、品种喜肥水的要求。若实行间套种植使其马铃
薯的单株产量达350g以上�加上棉花收入每 hm2

收入可达到33000～37500元。
6　太行山山麓平原区

本区位于太行山东麓两侧�主要指石家庄、保
定、邢台、邯郸各市的城郊区�是河北省农业发展
最优盛�粮、棉生产集中区�人口稠密�人均占有
土地0∙1 hm2 左右�全年降雨量650～750mm�
4～5月份降雨量充沛�气温在20℃左右�非常适
宜早熟马铃薯品种块茎膨大时对自然条件的要求�
适宜该地区发展的主栽马铃薯品种应是 “中薯3
号”、“坝薯9号” 和 “郑薯5号”。积极推行 “聚
垄集肥” 覆膜栽培成和冬小麦、棉花间套种植�播
种期在2月中旬�播种前进行催芽�力争提前播
种�提前收获�躲过结薯期出现的高温影响块茎膨
大和产量与商品产值。
7　低平原粮棉农区

本区位于太行山山麓平原以东�主要包括沧州
和衡水东部等54个县 （市）�该区的特点是降雨量
偏少�且分布不均匀�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仅在
1∙0％～2∙5％�但热量充足�属一年两熟制耕作�
适宜本地区种植的马铃薯品种是 “丰收白” 和 “坝
薯7号”、“克新4号”�不得种植生育期超过75d
的中熟品种�特别是栽培管理过程中要加强早期分
层培土�减少青头块茎和畸形薯的发生。播种期应
在2月中旬�种薯的来源主要是坝上高原寒旱区�
种薯应在春节前备好�因过春节后坝上地区的种薯
由于高寒低温不能运出�因此筹备优质种薯和调入
种薯期间的运输保存�是提高该区马铃薯产量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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