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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马铃薯脱毒种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刘五存

（甘肃省天水市种子管理站，天水 741020）

摘要：对天水市马铃薯脱毒种薯推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大突破性品种引育、加强繁育体系建设、强

化种薯质量监管、推广高产栽培模式、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完善市场流通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推广；问题；建议；天水市

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陇南山地与

西北黄土高原交接地带，海拔 760~3120m，无霜期

141~200d，年降雨量 460~610mm，降水规律与马铃

薯的生长期相吻合，气候条件十分适宜马铃薯生长，

是甘肃省重要的马铃薯主产区之一。马铃薯为天水

市第三大粮食作物，近年来随着马铃薯脱毒技术的

引进和脱毒种薯的推广利用，马铃薯产业迅速发展，

播种面积由 2000 年的 5.2 万 hm² 扩大到 2017 年的

7 万 hm²。目前，全市种薯扩繁生产体系基本形成，

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产业化水平明显提高，马铃薯产

业已成为种植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同时，

马铃薯脱毒种薯推广中的瓶颈问题也日益突出，影

响了马铃薯产业增产增收潜力的发挥。

1　主要问题
1.1　品种结构不尽合理　天水市是甘肃省规划的

马铃薯早熟型和高海拔区脱毒种薯主产区，目前早

熟品种以克新 2 号为主，中晚熟品种主要是陇薯系

列、天薯系列、青薯 9 号等少数几个品种。主栽品种

单一，区域间品种结构雷同，主导产品不明显，薯片

加工、淀粉加工型等优质专用品种种植面积不大，且

分布零散，集中连片规模发展数量少，产业优势带尚

未形成 [1]。部分地区以饲用为主的老品种仍占较大

比重，产品品质、产量水平和商品率不高，生产效益

受到影响。

1.2　科技支撑力不足　马铃薯科研力量薄弱，科技

成果少，转化速度慢。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全

市最主要的马铃薯育种机构，育成的天薯系列品种

年推广面积 4000hm2 左右，仅占总面积的 6%。全

市推广种植的大田品种中，大多为外引品种，自育品

种少，缺少拳头品种和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

近年虽引进多家加工企业，但受资金、技术等诸因素

的制约，品种开发仍以引进为主，品种类型单一，跟

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高产栽培技术措施推

广相对滞后，先进技术的示范、推广普及率低，规范

化程度不高。

1.3　优质专用品种缺乏　目前全市种植品种超过

20 个，除陇薯 3 号、陇薯 6 号外，缺乏优质高产的加

工专用与外销对路品种，特别是缺乏适合加工马铃

薯全粉及炸片、炸条的品种，薯片、薯条加工型品种

只有大西洋、夏波蒂 2 个，没有相应加工型企业拉

动，生产上尚未大面积推广应用 [2]。高淀粉型品种

大多种植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1.4　加工带动能力有限　马铃薯加工企业规模小、

层次低，大都以淀粉、粉条、粉丝等粗加工产品为主，

薯片加工、淀粉加工未形成规模，主食化加工产品

和工艺技术与设备几近空白，市场需求的面条、馒

头、饺子等全粉产品开发尚处在起步阶段。市内加

工龙头企业甘肃丰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开发变

性淀粉为主产品，种薯骨干企业丰谷、田园春、森瑞

等，以脱毒种薯生产扩繁和种薯商品薯的鲜薯销售

为主。产业链短，附加值不高，企业带动能力弱，马

铃薯的经济价值与加工转化增值潜力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

1.5　质量管控体系不健全　市、县区虽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种薯扩繁体系，但由于天水市马铃薯产业起

步较晚，种薯相应的检测标准和规程规范不健全，种

薯质量管控体系不完善，从种薯生产、加工包装、销

售流通等诸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管。有的种薯企业不

具备生产资质，有的种薯企业准入门槛低，有的对脱

毒核心苗生产和病毒检测把关不严，有的没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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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种薯生产技术要求，严重破坏了种薯市场的正

常运作，致使种薯质量不高，优质脱毒种薯供应不

足，制约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

2　对策建议
2.1　加大突破性品种引育攻关　各级政府要加大

扶持力度，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整合全市马铃

薯育种科技资源，鼓励育种机构和种薯企业开展联

合攻关，并加强与省内外马铃薯相关研究机构合作，

通过构建完善的品种育繁体系，配套完善的技术标

准与规范，加快早熟外销型商品薯品种，高淀粉、低

还原糖加工品种，以及中晚熟高产主食化品种的选

育，着力解决好品种抗性、熟期和品质的问题，提高

本市马铃薯品种的自给能力。保证不同生态类型地

区主体品种突出，搭配品种合理。加强科研院所与

龙头企业的深度合作，积极开发马铃薯全粉产品，

大力生产马铃薯馒头、面包、面条、面皮等主粮化产 
品 [3]，加快天水市马铃薯主粮化生产步伐。

2.2　加强种薯繁育体系建设　以天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为技术依托，通过脱毒马铃薯全覆盖项目的

实施，加强马铃薯脱毒苗快繁中心建设，巩固原原种

和原种网棚繁育基地，稳定高山隔离原种生产基地，

扩大一、二级脱毒种薯基地，全市马铃薯播种面积稳

定在 6.67 万 hm2 以上，总产达到 125 万 t 以上，年生

产原原种 3000 万粒、脱毒种薯 16.58 万 t，优质脱毒

种薯覆盖率达到 100%。加大种薯、商品薯、加工薯

三大基地建设，强化试管薯、微型薯、标准种薯生产，

支持种薯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薯生产基地建设。扶

持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和订单种植等模式，建立高标

准良种扩繁基地，加大实施区域化、标准化、规模化

生产，推动全市马铃薯产业向优势产区、规模基地集

中，提升天水市脱毒种薯生产能力。

2.3　提升精深加工水平　以现有加工企业为重点，

支持企业通过引进新技术、转化新成果，开展技术改

造与扩产升级，努力将本市建成陇东南最大的马铃

薯深加工基地之一。扶持加工、贮藏、流通等关键技

术和设备的研发，延长产业链。根据市场需求，积极

发展以马铃薯为原料的全粉、变性淀粉、休闲食品加

工为主的加工业。组织加工型优势企业开展技术攻

关，加强适合于主粮化的马铃薯全粉及全粉制品研

发，促进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落到实处。

2.4　完善市场流通体系　大力培育马铃薯市场体

系，完善具有辐射能力的产品交易市场，加强物流仓

储等配套设施建设，提高马铃薯产品的商品率。加

强种薯企业与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产销大户的紧

密连接，发挥物流中心、批发市场、电商平台的功能

作用，开拓马铃薯省内省外市场，扩大种薯和商品薯

销量，持续增加马铃薯种植效益。加强品牌建设，鼓

励支持龙头企业培育壮大自己的优势产品，创建特

色品牌和名牌，加大宣传推介，扩大市场影响力，提

高天水市马铃薯产业整体水平。

2.5　加强种薯质量监管　配合全省马铃薯质量检

测体系建设，完善马铃薯质量安全检测网络，设立区

域性检测区，实现全市脱毒种薯质量的全过程、全方

位监测。加快制定马铃薯核心种苗繁育、各级种薯

生产、种薯分级、商品薯生产、商品薯分级等地方标

准，全面推进天水市马铃薯生产标准化。全面推行

种薯质量认证，推行种薯规范包装和质量标签标识

追溯制度，着力加强基地认定、备案登记、标识管理、

病毒检测、病虫防治、储存运输等环节的市场监管，

确保种薯供给质量和安全。

2.6　推广马铃薯标准化种植　借鉴甘肃定西的经

验，加强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的探索研究，试验推广黑

色全膜双垄垄侧栽培、黑色全膜垄上微沟栽培等多

种地膜覆盖模式，创新品种扩繁推广、栽培技术、施

肥方式、病虫害防治、机械化生产等关键技术，集成

推广轮作倒茬 + 地膜覆盖 + 配方施肥 + 病虫害统

治 + 机械化耕作的马铃薯高产高效栽培模式 [4]。加

快土地流转速度，改变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向规模

化、精细化、科学化的种植方式转变，不断提高天水

市脱毒种薯种植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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