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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洛地区马铃薯生产优势

看开展马铃薯加工利用的前景

李 建 设

�陕西省商洛地区农科所�

马铃薯是我 区栽培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

由于其适应性广
，

抗逆性强
，

生长期短
，

高

产稳产
，

营养丰富
，

已成为深受我区群众欢

迎的粮
、

菜兼用作物
。

近年来
，

随着农业生

产条件的改善
，

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交通

运输事业的发展
，

商品经济流通的开放
，

我

区的马铃薯生产在而积
、

单产
、

总产和经济

效益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

如果在

此基础上
，

因势利导
，

开展我区马铃薯生产

的加工利用
，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
，

对于发展我区乡镇企业
，

增加农民收人
，

改

变贫困而貌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商洛地区马铃薯生产优势

�� 自然条件适宜
，

种植面积大

商洛地 区位 于陕西省东南部的秦岭南

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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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属

半湿润气候 区
，

年平均气温 �
�

�一 ��
�

�℃ ，

���℃积温为 ����一 ����℃ ，

无霜期 ����

���天
，

年隆水量在 ����� 以上
，

日照��寸

数 ����一 �一���
，

最高海拔高度 �����
，

相

对 高 差 ����� �农 作 物 分 布 最 高 点 为

�����
，

构成了垂直差异明显的山地气候立

体农业
。

�一 �月气候温和
，

光照充足
，

昼

夜温差大
，

白然条件适宜马铃薯生长发育
。

我区马铃薯主要分布在中温农业区和高

寒农业区
。

这两类农业区的马铃薯生产而积

分别 占全 区 马铃 薯生 产 面积 的 ��
�

�� 和

��
�

��
，

产 量分 别 占全 区 马铃 薯 总 产 的

��
�

�� 和 ���
。

解放 以来
，

我 区马铃薯发

展较快
，

����年生产而积 ��
�

�万亩
，

总产

�
�

�� 亿公斤
，

分别 占全 区 粮食种植而积的

�
�

��和全 区总产 的 ��
。

与 ����年相 比
，

面积提高 �倍
，

总产提高 ��
�

��
。

����年

全地区由于年前秋冬干旱对秋播的影响
，

播

种而积扩大到 �� 多万亩
，

加上秋播二季栽

培
，

马铃薯播种面积将占到全年粮食播种面

积的 ��� 以上
。

�
�

� 增产潜力大
，

经济效益高

马铃薯无论在面积和总产方而
，

都是我

公拼二公石‘ ，污蕊贾拼监优澎二 ，份� 留泞二‘

消毒
、

升汞浸种
、

芽栽等措施防治环腐病 �

田间药剂防治晚疫病
。

防止因病毒病侵染进

成减产或因环腐病
、

晚疫病引起的田间块茎

腐烂
，

对于提高单产
、

丰产丰收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应大力宣传
，

增强农民防治病虫害

意识
。

��� 加强栽培技术研究
，

促进马铃薯生产

潜力开发

我市从事栽培技术研究人员较少
，

在马

铃薯栽培技术推广中
，

缺乏后续新技术
，

制

约着生产潜力的深层开发
。

加强栽培技术研

究
，

有利于从更深层次挖掘增产潜力
，

发展

马铃薯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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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仅次于玉米
、

小麦的第三大主要作物
。

自

�� 年代后期以来
，

由于 良种的扩大和健康

种薯的应用
，

以及高产栽培技术的普及
，

使

单产有了很大的突破
。

采用克新 �号 良种
，

进行整薯短壮芽春播
、

合理密植及分层培土

等措施
，

在气候温和商州市张村
、

刘湾
、

三

贤等川源中温区
，

在 ����年严重干旱的情

况下
，

取得了大面积平均亩产 ������的好

收成
。

在商州市黑山高寒山区
，

在大田套种

条件下取得了亩产 ������鲜薯的大面积增

产经验
�

马铃薯不仅产量高
，

而且经济效益十分

显著
。

在生产马铃薯的高寒农业区
，

单产高

于小麦
、

谷子
、

玉米等作物 �按 ���鲜薯

折 ���主粮计算�
，

而且 由于其生产投资

少
，

其经济效益比小麦
、

谷子和玉米要高得

多
。

商南县富水区 �户种植专业户
，
����

年种植 �� 亩马铃薯
，

采用 良种良法
，

仅出

售商品薯
，

获得单料亩纯收人 ���多元的经

济效益
。

商州市黑山区属高寒特困山区
，

近

年来由于马铃薯生产基地的建立
，

不仅解决

了当地群众的温饱
，

而且出现了不少致富典

型
。

�� 地理位置优
，

产品销路畅

我区地处鄂
、

豫
、

陕三省交界处
。

���

国道横穿全境
，

沟通 了东到河南
、

南向湖

北
、

西到关中的经济贸易
�

近有西安
、

十

堰
、

襄樊
、

武汉
、

南阳等市场
，

因而
，

马铃

薯收获后能很快使产品优势转化为商品优

势
。

加之我区马铃薯 �一 �月收获
，

比陕北

早收 �一 �个月
，

此时正值城市蔬菜淡季
，

而且我区由于气候适宜
，

马铃薯品质好
，

在

市场上价格见俏
，

有力地促进了我区马铃薯

生产的持续发展
�

��� 粮菜兼用
，

营养全面
，

适合当地农情

马铃薯除含脂肪较少处
，

蛋白质
、

碳水

化合物
、

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均明显高于水

稻
、

小麦和玉米等作物
，

营养成分全而且比

例平衡
。

作为蔬菜用的营养价值
，

其维生素

含量相当胡萝 卜的 �倍
，

大白菜的 �倍
，

番

茄的 �倍
，

适合当地蔬菜种类少
、

以粗粮为

主的农情
�

另外
，

马铃薯主产区的农民用马

铃薯换大米
、

面粉
，

既挖掘了当地潜力
，

发

挥了高寒山区的优势
，

又改善了生活
。

而且

马铃薯为高钾作物
，

生长过程中消耗氮
、

磷

较少
，

收获后茎叶进行压地易腐烂分解
，

对

于肥地有较好的作用
。

� 马铃薯加工利用前景

�
�

� 加工利用可就地取材

我区年生产鲜薯 �亿多公斤
，

除食用和

留种外
，

尚有 �亿多公斤需加工处理和外

销
，

目前还没有形成农
、

工
、

商一体化配套

服务
，

致使产销矛盾突出
，

而限制了马铃薯

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 加工利用可大幅度提高马铃薯生产的

经济效益

国内外实践证明
，

马铃薯的经济效益将

随着加工业的发展而提高
。

开展深度加工
，

进行综合利用
，

其产品价值将比直接利用鲜

薯可提高 �� 倍
、

�� 倍
，

甚至更高
。

要提高

马铃薯的经济效益
，

把我区的资源优势转化

为商品优势
，

就必须开展马铃薯的加工利

用
。

��� 加工利用可进一步促进马铃薯的生产

发展

无论从 白然条件
、

良种应用和高产栽培

技术的普及来看
，

我区马铃薯生产还有很大

潜力
。

只有通过开展深度加工
，

进行综合利

用
，

才能进一步解决马铃薯的供
、

产
、

销矛

盾
，

促进和刺激薯农积极引进良种和应用高

产栽培技术
，

发展马铃薯生产
。

结合外地经

验分析
，

我区马铃薯的深度加工开展以后
，

马铃薯生产 的翻番完全有可能实现
。

到那

时
，

充足的原料将会进一步促进马铃薯加工

利用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开发
，

从而振兴商

洛农业经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