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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青海的利用现状

与开发途径

王 焕 强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马铃薯是我省人民喜食乐种的作物
，

当

地称为洋芋
、

山药
、

土豆
。

它不仅是山区农

民食物构成的主要部分和城镇居民淡季的主

要蔬菜
，

而且是一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上等

保健食品
。

� 马铃薯的营养价值

根据资料介绍
，

马铃薯作为粮食
，

在

���克鲜薯 中含有蛋 白质 �
�

�� 克
，

脂肪

�
�

���克
，

碳水化合物 ��
�

�� 克
，

这些营养

成分如按 ���的标准折算
，

接近于大米和

面粉
，

而且蛋白质的质量和可利用价值是很

高的
。

马 铃 薯 的 蛋 白质 可 利 用 价 值 为

���
，

比其它粮食作物高 �� �
。

它富含人

体不能自身制造的 �种氨基酸
�

马铃薯作为

蔬菜
，

主要营养成分为各种矿物质和维生

素
。

在 ���克鲜薯中有粗纤维 ����克
、

灰

分 �
�

��克
、

钙 ��毫克
、

磷 ��
�

��毫克
、

铁

�
�

��毫克
，

维生素 �，�
�

���毫克
、

���
�

���

毫克
、

���
�

��毫克
、

���
�

��毫克
、

��
�

���

毫克
。

这些营养成分与 �� 种蔬菜的平均值

相比较
，

蛋白质
、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都远远

超过它们
。

其中维生素 �
，

� 是有些蔬菜和

小麦
、

大米无以伦比的
。

马铃薯的营养成分

与葡萄
、

苹果
、

鸭梨
、

杏的酋养成分的平均

值相 比较
，

除了脂肪
、

粗纤维和维生素 �

低于它们之外
，

其它营养成分都遥遥领先于

上述 �种水果
，

特另��是维生素 � 的含量是

它们的 �倍
。

� 我省马铃薯的生产现状

马铃薯是我省六大作物之一
，
���� 年

播种 ��
�

�万亩
，

平均亩产 �� �公斤 ��� �

计�
�

主要分布在海拔 ����一 ����米的中位

山旱地和脑山地区
。

这类地区从 自然条件上

讲
，

气候温凉
，

年均气温 �℃ 以上
，
�℃ 以

上的积温 ����一 ����℃ ，

生长季天数 ���一

��� 天
，

年降水量 ��� 毫米以上
，

昼夜温差

大
，

夜间气温低
，

是马铃薯生长发育的天然

生态区
。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

使我省成为

全国著名的马铃薯产区
。

在马铃薯生产方而
，

我省已积累了许多

成功的经验
。

�
�

�优 良品种多

目前用于大 田生产的品种有 下寨 ��
、

高原 �号
、

高原 �号
、

高原 �号
、

高原 �号

和青薯 ��� 号等等
。

这些品种抗逆性强
，

产

量高
，

淀粉含量均在 ��� 以上
，

它们在不

同的生态 区域大放异彩
，

深受广大农 民欢

迎
。

����年我省化隆县大 而积粮食承包中

马铃薯产量最高
，

增产幅度最大
。

我省的高

原 �号马铃薯品种
，

与国内外 �� 个品种相

比较
，

品质性状较好
。

�
�

� 生产手段 比较先进

制种方而
，

互助上族 白治县研究的马铃

薯株系选用 �年生产原种技术
，

制种时间

短
，

不丧失原品种的生产能力
，

病害发生率

大大降低
。

据记载
，

环腐病无发生
，

黑胫病

为 。
，

��
，
���十��� 病 毒 发 病 率 为

�
�

��
，

品种纯度为 ��
�

��
，

繁狱的种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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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 ��
�

���
，

可连续种植 �年
。

此外
，

马

铃薯茎尖脱毒技术的推广应用
，

使马铃薯制

种技术进人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

目前乐都县

已建立脱毒种薯基地
，

全县 �万亩马铃薯实

现脱毒化
。

����年全省共推广近 �� 万亩
，

平均亩增产 ���公斤以上
。

新技术引进方而
，

�� 年代初引进保护

地栽培技术
，

解决了海拔 ����米以上高寒

地区的马铃薯成熟问题
，

使这类地区的产量

大幅度提高
，

为我省部分贫川山区的农民解

决温饱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

但是
，

在马铃薯深加工和食用方法上
，

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和突破
，

仍然停留在 ��

年代的水平
。

深加工的产品只有淀粉和粉

条
，

且厂家都是乡办和民间白办的小厂
，

设

备简陋
，

无技术人员
，

产品质量不过关
，

浪

费现象十分严重
。

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是马

铃薯的运输
、

贮藏条件差
，

机械锁伤严重
，

贮藏温度
、

湿度难以控制
，

使病菌浸人有可

乘之机
，

导致烂窖
、

发芽
。

� 发展马铃薯加工业是充分利用其营养

价值的唯一途径

农产品加工是农业生产的继续和延伸
，

发展马铃薯加工业
，

就是要在充分利用其营

养价位的前提下
，

改变传统的食用方法
，

让

人们百食不厌
。

目前国外马铃薯加工业 日新

月异
。

象 日本
、

荷兰
、

关国等发达国家
，

加

工的食品种类多
，

畅销 �比界各地
。

他们娜年

人均消费的马铃薯 ���公斤以上
，

而我省人

均每年消费量不足 �� 公斤
，

相差较大
�

其

主要原因
，

一是我们的食用方法简单
，

只是
“

炒
”

与
“

煮
” ，

没有什么新鲜花样
，

难以进一

步引起食用者的食欲和胃口
。

二是对马铃薯

认识不够
，

都认为它只是一种杂粮作物
，

救

灾食品
，

登不了大雅之堂
。

这种浅薄的认识

和偏见
，

使马铃薯在人们食物结构中的地位

远远不及于大米
、

而粉
。

因此
，

当务之急就

是要发展马铃薯加工业
，

需要行政
、

科研等

部门
，

多方位的大力支持才能实现
。

目前我

国山西省正积极兴办马铃薯加工业
。

����

年 �月该省组织全省科研
、

教育
、

推广
、

食

品加工等部门的专家
，

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

制定了发展规划
。

对我省而言
，

发展马铃薯加工业
，

首先

要加强其营养价值的宣传工作
，

让领导和广

大群众认识它
、

了解它
�

在国外
，

马铃薯很

受人们的崇拜
，

爱尔兰人有句谚语说
“

婚姻

和马铃薯至高无上
” 。

美国人说
“

每餐只吃马

铃薯和全脂奶粉
，

就可以得到人体所需的一

切营养
” 。

可见马铃薯在他们的 日常生活中

是必不可少 的佳品
。

其次
，

要根据当地实

际
，

着眼于市场
，

因地制宜地发展马铃薯加

工业
。

要着重从加工马铃薯淀粉为突破 口
，

为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不同用途的优质

原料
。

因为马铃薯的淀粉比其它谷物的淀粉

有优越的糊化特点
，

淀粉的糊化温度低
，

最

高粘点高
，

膨化度和溶解度高
，

糊化时吸水力

和保水力好
，

在淀粉中的透明度是最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