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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马铃薯生产现状考察报告

孙茂林 郑伟军 李云海 段玉云 何云 昆

�云南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昆明 �������

����年 �月 �� 日至 �月 ��日
，
云南省

农科院科技代表团一行 �人应越南农业科学

院邀请赴越南进行了为期 �� 天的考察访问
。

在越期间
，

云南农科院与越南农科院总结了

����年以来马铃薯合作研究项 目的执行情

况
。

了解越南马铃薯生产
、

栽培
、

品种
、

种

薯引进及国家政策情况
，

讨论两院 ����年度

收稿 日期
� ����一��一��

及今后合作研究的计划
。

代表团访问了越南

农业科学院 �������� ����������
�

�� ������� ���������
，
�����

，

越南食

品作物研究院 ��� �� ����� ��������

����������
，

越南中央品种考验和种子检

验中心 ��������� ������ ��� ��
�

����� ����� ����� ��� ���� ���
�

�����������等有关马铃薯科研和技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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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做法
，

要走出家门
，

扩大营销
，

开拓市场
。

乌乌盟马铃薯集团总公司司

盟盟加工企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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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乌盟马铃薯集团总公司牵头
，

组建全

盟马铃薯销售体系 �图 ��
。

旗县成立马铃薯

销售公司
，

每个旗县建设几个马铃薯专营市

场
。

盟马铃薯集团总公司会同粮食
、

商业
、

供

销等部门在北京
、

天津
、 �

上海
、

武汉
、

广州

等大中城市建立乌盟马铃薯定点销售市场
。

盟外贸部门要积极拓展出 口 马铃薯的渠道
。

在盟内集宁市
、

丰镇市
、

卓资和察右后旗等

地建立几个全国有影响的马铃薯批发市场
、

期货市场
，

使乌盟成为全国最大的马铃薯集

散地
，

把乌盟的马铃薯及其加工产品推向国

内和国际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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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瑶期
，
����

位
，

并实地考察了越南北宁省大面积马铃薯

栽蜡种植情况
。

通过这次考察对越南马铃薯

生产现状有了初步了解
，
现介给如下供参考

。

�
一

越南马铃薯生产的基本情况

越南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东部
，

东南部

两面濒临南海
，

北部与我国云南
，

广西相连
，

并有国际铁路相通
。

全国面积 ��
�

�� 万 ��� 。

地形狭长
，

南
一

北长达 ������
，

全国以山地和

禽原为主
。

长山山脉斜贯南北
，

番西邦峰海

拔 �����
，

为中南半岛最高峰
。

红河
、

循公

河为主要河流
。

气候属热带季风
，

高温多雨
，

雨旱分明
。

越南是以稻谷生产为主的国家
。

马铃薯

主要在红河三角州地区冬季种植
，

耕作方式

为
�

稻一稻一玉米一马铃薯
，

稻一稻一大豆

一马铃薯或稻一稻一马铃薯等等
。

近年来
，

随

着越南稻米自给有余
，

为调整食品结构和提

高复种指数
，

逐年扩大了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

全国种植将达到 �� 万 ���。

马铃薯在越南主

要作为蔬菜用
，

深加工程度不高
，

价格 ����

一 ����盾���
，

合人民币 �
�

��一�
�

��元���
。

由于马铃薯商品价值较高
，

在双季稻后种一

季马铃薯
，

产量可达到 ��一������
�，

受到农

民的欢迎
，

因此
，

越南发展马铃薯生产有着

较大的潜力
。

� 中越马铃薯生产科技合作

越南虽然地势较平坦
，

可耕地广阔
，

有

冬季种植马铃薯的优越条件
。

但主要问题是
，

由子地处热带
、

亚热带
，

低纬度和低海拔
，

高

温多湿
，

自留种薯退化很快
，

国内种薯间题

表 � 不 同生态区单产水平比较

���������年冬季

平均单产

���������

生产区 试验点数 省数 面积

年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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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云南种薯在越南各省的 面积

和产量 �����一 ����年�

省 份 县数
面积

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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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解决
。

根据越南农科院试验结果
，

一般

用 自留种减产 ���以上
，

所以只能采用引进

种薯或实生种籽播种的方法解决种薯问题
。

种薯主要从中国云南
，
以及法国

、

德国
、

荷

兰等欧洲国家进 口
。

几年来
，

随着双方农科

院对云南种薯的品种引进
、

筛选
、

区域性试

验到大面积示范推广
，
已取得显著效果

，

根

据越南农科院技术推广中心在全国试验的结

果
，

从中国云南进 口的种薯在各地均有较好
、

较稳定的产量水平 �表 �
、

表 ��
。

云南品种在越南表现 出病毒侵染率低

�表 ��
，

种性退化慢的显著特点
。

省市省省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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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云南品种与越南 自留老品种 田 间

病毒侵染率比较 ���

播种后 ��一��� 调查病毒侵染率

体系
，

配套的技术优势
，

加强脱毒良种的生

产和质量控制
，

促进越南马铃薯的产业发展
，

同时也扩大了云南马铃薯的出 门市场
。

�六��八曰几日���六��甘�以��

云南种

�
�

��

�
�

��

�
�

��

薯 自留老品种 徐 注

�
�

��

自留老品种

明显地表现

出带病毒率

高
，

退化快

根据几年来在越南各地的试验结果
，

中

越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
�

��� 中国云南地处高原高海拔
，

生产马

铃薯种薯有着优 良的地理
、

生态优势
。

云南

种薯在越南种植
，

病毒病害轻
，

退化慢
，

较

自留老品种增产 ���一���
，

其产量与从德

国
、

法国
、

荷兰等国家进 口种薯相近
。

��� 云南种薯有着较强的适应性
，

其特

点为
�

在越南从 �月份到翌年 �月份播种
，

均

有理想的产量
，

延长了播种期
，

尤其 �
、

�� 月

早播
，
��一 �月早收的市场及价格都好

，

而欧

洲种薯则 只能局限于 ��一 日 月正季播种
，

否

则产量则很低甚至无收成
。

云南种薯的适应

区域较为，’ 一

泛
，
���� 年越南已推�

’ 一

到中部地

区 �海拔 ���� �
，

产量 �����
����，

已通过测产

检收
，

表现出很好的推广潜力
。

云南种薯表

现出对病毒病有一定水平抗性
，

退化慢
。

一

般在越南留种还有一定产量收获
，

但欧洲种

薯退化较快
，

在越只能种植一代
。

��� 由于云南种薯良好的种性
，

加
�

仁云

南与越南毗邻
，

访国际联运火车从昆明直达

河内
，

大大降低了越南进 门马铃薯种薯的成

本
。

因此
，

越南逐年扩大了从云南进 门种薯

的数量
，
����年进 口数量为 �����

，

到 ��，�

年 已达 ����以
。

今后
，

中国云南可取代欧洲
，

成为主要供应越南种薯的生产地
。

��� 云南农科院与越南农科院在马铃薯

品种选育区域性试验
，

示范推�
’ ‘

方面进一步

合作
，

交流种质资源
，

选育出优质
、

高抗的

品种
，

利用云南农科院脱毒马铃薯快繁技术

� 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越双方马铃薯生产技术领域合作

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

但在技术 上也存在一

些待解决的问题
，

其中有主要以 下几点
�

��� 越南由于气温高
，

湿度大
，

青枯病

害较为严重
。

早播或迟播的晚疫病害发生严

重
。

因此
，

选育品种必须抗青枯病和晚疫病
。

调查云南品种在越南的表现
，

晚疫病抗性较

强
，

但对青枯病的抗性稍弱
，

因此要加强抗

青枯病品种的选育
。

��� 云南大春马铃薯一般在 �� ��月收

获
，

刚好赶
�

卜越南冬播的需要
，

但对越南需

早播的种薯
，

需催芽打破休眠期
，

这就要求

控制种薯成熟度一致
，

否则容易造成发芽不

一致
，

在田�，���表现出苗不整齐
。

��� 目前
，

中越双方主要通过边贸方式
，

多渠道进出 门云南种薯或商品薯
。

双方需要

密切合作建立一套完善的质量标准和控制体

系
，

云南要加强优 良种薯的质量检验和控制
，

建立好种薯基地
，

才能使种薯市场得到健康

发展
。

钊
·

对 卜述存在问题
，

云南农科院 已在国

家科委和省科委的支持下
，

建设出 �种薯生

产基地
，

并研究种薯生产的技术和质量控制

标准
，
以生产出达到国际出 �的优质种薯

。

两

院还计划在越南的河内
、

河西
、

太平三地进

行 ���、� ”
云南种薯的高产示范

。

双方还将加

强脱毒马铃薯快繁技术体 系在越南的应用研

究
，

在越南山区试种脱毒微型薯
，

如果能在

越南北部山区建立各级脱毒种薯的生 产基

地
，

将减少越南的用种量和运输里
。

相信经

中越两国的技术合作
，

将有力地促进两国马

铃薯产业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