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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甘薯产业发展及品种应用
卢学兰　崔阔澍

（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成都 610041）

摘要：四川省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甘薯种植省份，曾经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随着农村种

植业形势的发展，甘薯种植面积下滑，甘薯的需求、利用和种植结构发生了改变，甘薯品种的应用也发生改变。通过对四川甘

薯发展形势和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生产情况、产业特色、品种利用和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并结合四川甘薯

生产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推动四川甘薯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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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甘薯种植面积稳定在 47 万 hm2 以上，

鲜薯总产稳定在 1000 万 t 左右，是全国甘薯种植面

积最大的省份。四川省气候温润，立体气候明显，一

年可以种植三季甘薯：春作甘薯、夏作甘薯和秋作甘

薯，以夏作种植为主，主产区集中在盆中及川东北丘

陵地区。近年来，四川省育成审定川薯系列、南薯系

列、绵薯系列等品种 40 多个，种植面积在 3000hm2

以上的品种约占全省甘薯总面积的 92%，老而无特

色的品种应用逐步减少，优质加工薯和紫色薯等专

用特色品种应用逐步增加。目前，甘薯产业发展形

势较好、专用甘薯不断发展、加工保持稳定、利用方

式发生很大改变，但总体来说还存在着投入严重不

足、良繁严重滞后、生产水平低、加工转化增值差等

方面的问题，其中优质新品种推广不力、脱毒种薯

（苗）应用差表现尤为突出 [1]。

1　生产情况
1.1　生产规模　20 世纪末以前，甘薯作为主要粮食

作物和重要的粗饲料以及救灾改种补种作物，常常作

为人们餐桌上的主粮，为解决人们温饱作出了重大贡

献，支撑了畜牧业尤其是农村家庭养猪业的发展 [2]。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生猪集

中养殖的发展，散养量严重减少，甘薯种植面积不断

减少，种植面积已由 21 世纪初的 93.33 多万 hm2 锐

减到目前的 66.67 万 hm2 以下，鲜薯总产量由 1800
多万 t 锐减到目前的近 1000 万 t，但四川省仍然是全

国甘薯生产最大的省份，2016 年四川甘薯种植面积

47.68 万 hm2、总产 1044.0 万 t、产量 1459.5kg/667m2，

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2006-2016 年 10 年间

四川甘薯种植规模变化见表 1。近 5 年，四川甘薯种

植规模基本稳定，种植面积稳定在 47 万 hm2 以上，鲜

薯总产稳定在 1000 万 t 左右。

表 1　2006-2016 年四川甘薯种植规模变化情况

年份（年） 种植面积（万 hm2） 鲜薯产量（t/hm2） 鲜薯总产（万 t）

2006 93.70 18.3 1715.0

2007 84.51 21.6 1827.0

2008 81.20 21.2 1723.5

2009 77.91 22.1 1721.0

2010 77.45 22.3 1726.0

2011 76.32 22.3 1698.0

2012 47.46 21.7 1027.0

2013 47.23 21.0 992.0

2014 47.37 21.4 1012.5

2015 47.65 21.9 1043.5

2016 47.68 21.9 1044.0

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数据

1.2　种植季节和分布　四川一年可以种植三季甘

薯：春作甘薯、夏作甘薯和秋作甘薯。目前，以夏作

甘薯种植为主，秋作甘薯很少，春作甘薯开始起步并

有增长的趋势。夏作甘薯栽插时间为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收获时间为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

四川省甘薯种植广泛，除了甘孜州和阿坝州高

原地区极少或没有种植外，其余 19 个市州都有甘薯

种植，主产区集中在盆中及川东北丘陵地区，面积

集中分布在海拔 150~800m 范围内。种植面积 1.5
万 hm2 以上的市有：南充、达州、资阳、成都、内江、

遂宁、宜宾、乐山、巴中、眉山、绵阳、广安、泸州、自贡

14 市。各市州甘薯种植规模情况见表 2。甘薯面积

3000hm2 以上的重点县（市、区）有 50 个（占全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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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总面积的 77%），主要有：简阳市、雁江区、资中县、

仁寿县、安岳县、三台县、南部县、射洪县、中江县、巴

州区、仪陇县、宜宾县、宣汉县、乐至县、安居区、西充

县、蓬安县、合江县、渠县、万源市、荣县、嘉陵区、威

远县、大竹县、阆中市、平昌县、南江县、井研县、达

县、金堂县。

表 2　各市州甘薯种植规模情况

市、州
种植面积

（万 hm2）

鲜薯产量

（t/hm2）

鲜薯总产

（万 t）

南充市 6.54 27.86 182.10

达州市 5.38 23.72 127.50

资阳市 4.41 19.82 87.30

成都市 4.06 17.04 69.20

内江市 3.79 22.76 86.40

遂宁市 3.63 33.81 122.60

宜宾市 3.33 28.05 93.30

乐山市 3.03 13.22 40.10

巴中市 2.82 21.30 60.00

眉山市 2.42 27.38 66.30

绵阳市 2.41 25.05 60.50

广安市 2.18 37.77 82.20

泸州市 2.11 25.71 54.10

自贡市 1.96 27.65 54.10

广元市 1.45 31.85 46.20

德阳市 1.30 19.26 25.00

雅安市 1.15 11.19 12.90

凉山自治州 0.49 15.75 7.80

攀枝花市 0.06 12.41 0.70

甘孜自治州 0.01 9.84 0.10

阿坝自治州 0 0 0

1.3　主导品种、技术和模式

1.3.1　主导品种　南薯 88、徐薯 18、南薯 99、川薯

34、绵薯 6 号、川薯 101、西成薯 007、南紫薯 008、川
薯 20、绵薯 8 号、川薯 294、绵薯 7 号、川薯 164、绵
紫薯 9 号、遂宁地方品种 524 等。

1.3.2　技术和模式　推广甘薯覆膜育苗移栽、脱毒

种薯（苗），采用一年两季甘薯高产高效种植新技术、

紫色甘薯高产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等。四川甘薯生产

大多实行套作，套种面积占甘薯总面积的 60％以上，

其中以“甘薯 / 玉米”最为常见，较长一段时间主要采

用“麦 / 玉 / 苕”旱三熟轮（套）作种植模式，目前此种

模式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专用甘薯生产基地多采取

净作生产模式，呈增长趋势。2017 年各项技术应用

情况大致为：甘薯覆膜育苗移栽技术面积 46 万 hm2、

间套种面积 30 万 hm2、无公害生产 42 万 hm2、配方施

肥 9 万 hm2、脱毒甘薯推广 5 万 hm2、机械化起垄技术

6 万 hm2、甘薯覆膜栽培（早市甘薯栽培）2000hm2、

机械化收获 1000hm2、机械化栽种技术空白。

2　产业特色
2.1　市场形势较好　近 2 年甘薯销售形势较好，市

场平均价格高于马铃薯，2018 年甘薯平均销售价

1.44 元 /kg 左右（比 2017 年同期增加 0.04 元 /kg）， 
是近 2 年四川增收形势较好的粮食作物。甘薯销

售典型：遂宁 524 红苕在电商平台的销售价格约 
6 元 /kg，且供不应求；安岳龙特薯品开发公司的川

薯 294 等品种淡季批发价平均为 2.25 元 /kg。
2.2　专用甘薯发展　近年来，绵阳、南充等地在光

友等甘薯加工企业的带动下，甘薯加工势头较好；南

充、遂宁、资阳等地紫色甘薯、香薯等特色甘薯有较

好的发展。据调查，目前全省建立加工用甘薯基地

近 13.33 万 hm2，生产加工用甘薯 300 多万 t ；特色

甘薯基地近 2.6 万 hm2，产量 50 多万 t。
2.3　利用方式改变　从以饲用为主转为鲜食、加

工、饲用并重。饲用比重逐步下降，鲜食和加工比重

增加。目前四川甘薯主要用途为鲜食（32%）、加工

（30%）、饲料（30%）和种薯（8%）。

外销：包括鲜食、加工和种薯 3 部分。据调查，

四川甘薯商品率近几年呈逐年增长趋势，目前在

47% 左右，其中，鲜食薯 25%、加工 18%、种薯 4%。

农户自留：农户自留甘薯用途包括鲜食、自加

工、自留种薯、饲用 4 部分。目前农户自留薯比重

约 53%，其中，鲜食薯 7%、自加工薯 12%、自留种薯

4%、饲料薯 30%。

2.4　加工保持稳定　四川甘薯传统加工基础较好，包

括小型农户粗淀粉加工与粗粉条加工、大中型企业精

淀粉和食品加工以及食用酒精加工，产品主要有甘薯

淀粉、粉丝（条）、酒精、方便小食品、紫薯全粉等，目前

年鲜薯加工量近 300 万 t，加工率稳定在 30% 左右。

3　品种利用
3.1　四川甘薯品种育成情况

3.1.1　品种数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至 2016 年，

四川省内审定的甘薯品种共 48 个，其中，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育成川薯系列品种 21 个、南充市农业科学院

育成南薯系列品种 14 个、绵阳市农业科学院育成绵

薯系列品种 12 个、内江市农业科学院育成品种 1 个

（内渝紫 2 号）。1985-2016 年四川省育成的所有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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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品种见表 3。与国际马铃薯中心有关的品种 7 个：

西成薯 007、南薯 010、川薯 218、川薯 219、川薯 220、
川薯 221、川紫薯 2 号，占四川省审定品种数的 15%。

淘汰品种 2 个：即 1985 年审定品种胜南与川薯 27。

表 3　1985-2016 年四川省育成的甘薯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审定年份（年） 选育单位 薯皮、薯肉色 熟性 薯块形状 用途

1 胜南 1985 四川省农科院 淡红皮黄红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2 川薯 27 1985 四川省农科院 淡红皮黄红肉 中熟 不规则 兼用型

3 南薯 88 1988 南充农科院 淡红皮橘黄肉 早熟 纺锤形 兼用型

4 绵粉 1 号 1988 绵阳农科院 黄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5 绵薯早秋 1994 绵阳农科院 红皮红肉 早熟 纺锤形 食用型

6 绵薯 3 号 1995 绵阳农科院 黄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兼用型

7 南薯 95 1995 南充农科院 红皮黄心 中早熟 纺锤形 饲用型

8 川薯 1774 1995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白肉 中晚熟 纺锤形 淀粉型

9 绵薯 4 号 1996 绵阳农科院 黄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兼用型

10 绵薯 5 号 1997 绵阳农科院 黄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11 川薯 101 1997 四川省农科院 黄皮黄红肉带紫 中早熟 纺锤形 兼用型

12 川薯 383 1999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兼用型

13 川薯 294 1999 四川省农科院 淡红皮橘红肉 早熟 纺锤形 食用、食品加工

14 南薯 99 1999 南充农科院 紫红皮淡黄心 早熟 纺锤形 兼用型

15 南薯 28 2000 南充农科院 红皮黄心 早熟 纺锤形 兼用型

16 绵薯 6 号 2000 绵阳农科院 黄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17 绵薯 7 号 2001 绵阳农科院 黄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兼用型

18 川薯 168 2003 四川省农科院 淡红皮黄白肉 中熟 纺锤形 兼用型

19 川薯 34 2003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20 南薯 97 2004 南充农科院 淡黄皮淡黄心 中早熟 纺锤形 兼用型

21 川薯 73 2006 四川省农科院 红皮橘红肉 早熟 纺锤形 食用型

22 川薯 164 2006 四川省农科院 淡红皮白黄肉 中晚熟 纺锤形 兼用型

23 绵薯 8 号 2006 绵阳农科院 黄皮红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24 川薯 59 2007 四川省农科院 淡红皮白黄肉 中早熟 纺锤形 兼用型

25 川薯 20 2008 四川省农科院 黄皮黄红肉 早熟 纺锤形 食用型

26 西成薯 007 2008 南充农科院 红皮淡黄心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27 南紫薯 008 2008 南充农科院 紫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特用型

28 南薯 010 2010 南充农科院 黄皮橘红心 中早熟 纺锤形 食用、食品加工

29 川薯 217 2011 四川省农科院 红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30 川薯 218 2012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31 川紫薯 1 号 2012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特用型

32 南薯 011 2012 南充农科院 红皮淡黄心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33 南薯 012 2012 南充农科院 红皮橘红心 中熟 纺锤形或球形 食用、食品加工

34 绵紫薯 9 号 2012 绵阳农科院 红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特用型

35 绵南薯 10 号 2013 绵阳农科院等 黄皮白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36 川菜薯 211 2013 四川省农科院 淡红皮白肉 早熟 叶菜用 菜用型

37 南紫薯 014 2013 南充农科院 紫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特用型

38 南紫薯 015 2014 南充农科院 紫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特用型

39 绵渝紫 11 2014 绵阳农科院 红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40 川薯 219 2014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浅黄肉 中熟 纺锤形 淀粉型

41 川紫薯 2 号 2015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紫肉 中熟 长筒形 食用型

42 川紫薯 3 号 2015 四川省农科院 紫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43 绵渝紫 12 2015 绵阳农科院 浅紫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44 南薯 016 2016 南充农科院 红皮浅橘红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45 南薯 017 2016 南充农科院 红皮黄红肉 中熟 长纺锤形 食用型

46 川薯 220 2016 四川省农科院 红皮浅橘红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47 川薯 221 2016 四川省农科院 红皮浅橘红肉 早熟 纺锤形 食用型

48 内渝紫 2 号 2016 内江农科院 紫皮紫肉 中熟 纺锤形 食用型

不同用途优质品种应具有以下特点：鲜食型：商品性好、耐储性好、口感好，薯肉颜色偏黄、红或紫；淀粉型：高淀粉 20% 以上，高产；饲用型：生物量

高（藤蔓和薯块），干物质不能低于 27%，粗蛋白含量较高，地上部分再生力强；共性：抗黑斑病、病毒病 SPVD、软腐病、干腐病，适应性广，高产，耐

储藏，萌芽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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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品种主要特性　（1）材料类型、来源及育种

方法：单交品种 34 个，集团杂交品种 14 个。48 个

品种全部是采用传统育种方法育成。

（2）抗病虫特性（抗黑斑病）等：高抗黑斑病 14
个（南薯 28、南薯 97、西成薯 007、南紫薯 008、绵粉

1 号、绵薯 6 号、绵薯 7 号、川薯 383、川薯 218、川薯

220、川薯 221、川紫薯 3 号、南薯 017、绵渝紫 12），
中抗黑斑病 20 个。

（3）熟性：早熟品种 9 个（南薯 88、南薯 99、南
薯 28、绵薯早秋、川薯 294、川薯 73、川薯 20、川菜薯

211、川薯 221），中早熟品种 5 个（南薯 95、南薯 97、
南薯 010、川薯 101、川薯 59），中晚熟品种 2 个（川

薯 1774、川薯 164），中熟品种 32 个。

（4）烘干率：30% 以上的品种 14 个：西成薯

007、南薯 011、南紫薯 014、绵粉 1 号、绵粉 5 号、

绵粉 6 号、绵南薯 10 号、川薯 1774、川薯 34、川薯

217、川薯 218、川薯 219、南紫薯 015、绵渝紫 11。
（5）淀粉含量：≥ 17% 的品种 27 个：南薯 88、

西成薯 007、南薯 011、南薯 012、绵粉 1 号、南紫薯

014、绵薯 3 号、绵薯 5 号、绵薯 6 号、绵紫薯 9 号、绵

南薯 10 号、胜南、川薯 27、川薯 1774、川薯 34、川薯

164、川薯 217、川薯 218、川薯 219、川薯 220、川薯

221、南薯 016、南薯 017、南紫薯 015、绵渝紫 11、绵
渝紫 12、内渝紫 2 号；其中，≥ 20% 的品种 9 个：西

成薯 007、南薯 011、南紫薯 014、绵粉 1 号、绵南薯

10 号、川薯 217、川薯 218、川薯 219、南紫薯 015。
（6）可溶性糖含量：>5% 的品种 18 个：南薯

28、西成薯 007、南紫薯 008、南薯 010、南薯 012、南
紫薯 014、绵薯早秋、绵薯 5 号、绵薯 7 号、绵薯 8 号、

绵紫薯 9 号、胜南、川薯 27、川薯 73、川薯 20、川薯

220、南薯 016、川紫薯 2 号。

（7）β 胡萝卜素含量：>1μg/g 的品种 13 个：

南薯 88、南薯 010、南薯 012、绵薯早秋、绵薯 4 号、

绵薯 5 号、绵薯 8 号、川薯 101、川薯 294、川薯 73、
川薯 20、川薯 220、川薯 221。

（8）含花青素品种 11 个：南薯 88、南紫薯 008、
南紫薯 014、绵紫薯 9 号、川紫薯 1 号、川紫薯 2 号、

川紫薯 3 号、绵渝紫 11、绵渝紫 12、南紫薯 015、内
渝紫 2 号。

（9）薯皮、薯肉颜色：红皮黄肉（或橘红肉）品种

20 个，黄皮黄肉 3 个，黄皮红肉 2 个，红皮白肉 2 个，

黄皮白肉 6 个，紫皮紫肉 8 个，紫皮白肉 4 个，红皮

紫肉 2 个，紫皮浅黄肉 1 个。

3.2　甘薯生产中品种应用情况

3.2.1　主栽品种　据调查：2016 年种植面积为

47.68 万 hm2，种植面积在 3300 万 hm2 以上的主要

品种 22 个，依次是：南薯 88、徐薯 18、南薯 99、川
薯 34、绵薯 6 号、川薯 101、西成薯 007、南紫薯 008、
川薯 20、川薯 59、绵薯 8 号、川薯 27、豫薯 13、川薯

294、绵薯 7 号、川薯 164、潮薯 1 号、绵粉 1 号、香

薯、绵紫薯 9 号、524、商薯 19，共 43.93 万 hm2（约

占全省甘薯总面积的 92%）。其中：属于四川省审

定的品种 16 个，共约 34.33 万 hm2（约占主要品种

总面积的 78%，约占全省甘薯总面积的 72%）；从省

外引进的品种 4 个：徐薯 18、潮薯 1 号、商薯 19、豫
薯 13，共约 8.53 万 hm2（约占主要品种总面积的

19%，约占全省甘薯总面积的 18%）；农家品种 2 个：

香薯、524，共约 1.06 万 hm2（约占主要品种总面积

的 2%，约占全省甘薯总面积的 2%）。2016 年甘薯

主要品种应用情况见表 4。

表 4　2016 年甘薯主要品种应用情况

品种
播种面积

（万 hm2）

占全省甘薯

总面积（%）

品种类型

（用途）

品种应用

趋势

南薯 88 8.53 18.0 鲜食 稳定

徐薯 18 6.33 13.3 饲料、鲜食、淀粉 下降

南薯 99 4.33 9.1 饲料、鲜食、淀粉 下降

川薯 34 4.80 10.1 淀粉 稳定

绵薯 6 号 2.00 4.2 淀粉 下降

川薯 101 1.27 2.7 饲料、鲜食 下降

西成薯 007 2.00 4.2 淀粉 上升

南紫薯 008 1.80 3.8 鲜食 上升

川薯 20 1.67 3.5 鲜食 上升

川薯 59 1.53 3.2 饲料、鲜食、淀粉 上升

绵薯 8 号 1.47 3.1 鲜食 稳定

川薯 27 1.07 2.2 饲料、鲜食、淀粉 下降

豫薯 13 1.07 2.2 鲜食 下降

川薯 294 1.07 2.2 鲜食 上升

绵薯 7 号 0.80 1.7 饲料、鲜食、淀粉 下降

川薯 164 0.93 2.0 饲料、鲜食、淀粉 稳定

潮薯 1 号 0.80 1.7 饲用 下降

绵粉 1 号 0.53 1.1 淀粉 下降

香薯 0.53 1.1 鲜食 上升

绵紫薯 9 号 0.53 1.1 鲜食、全粉 上升

524 0.53 1.1 鲜食 上升

商薯 19 0.33 0.7 淀粉 上升

合计 43.93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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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策建议
5.1　加强优良品种选育和应用　加大甘薯品种选育

投入，选育、引进适合四川省种植的各类优质加工型

和特色甘薯品种；同时，加大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力度，淘汰劣质品种，从品种应用上提高甘薯品质 [3]。

5.2　加强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加强

绿色高效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集成和示范、推广，

如：绿色高效育苗技术、机械扦插技术、科学贮藏技

术、春季甘薯和秋季甘薯种植技术等。

5.3　加强良繁体系建设　加大甘薯良种繁育体系的

投入力度，健全种薯（苗）繁育体系，加强种薯（苗）

生产和质量监管，促进甘薯脱毒种薯（苗）推广应用。

5.4　提升甘薯生产能力及产销衔接　加大甘薯基

地建设和贮藏设施建设投入，实施标准化生产，引导

科学贮藏，提高甘薯生产水平和贮藏能力，积极发展

“互联网 +”等新型经营模式 [4]。

5.5　倡导薯类主食化　建议对甘薯主食化开发同

样给予资金扶持，促进马铃薯主食化开发和甘薯主

食化开发同步发展。

6　发展思路和目标
发展思路：以确保绿色健康和促进农民增收为

出发点，以市场为导向，以园区为抓手，以科技为支

撑，以龙头企业为带动，突出优势区域，按照“做优

基地、做强加工、做活市场、做响品牌、做长链条、做

大产业”的思路，通过项目带动、良繁促动、营销拉

动、加工推动，促进川薯产业上新台阶。

目标：稳定面积、增加单产、改善品质，大力发

展优质加工专用甘薯和特色甘薯。到 2022 年，面积

稳定在 53 万 hm2，平均产量提高到 1600kg/667m2，

鲜薯总产达到 1280 万 t ；甘薯脱毒种薯（苗）普及率

达到 30% 以上；优质专用（鲜食和加工）品种种植

比例达到 50%，甘薯加工率稳定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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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不同用途品种　2016 年四川甘薯主要品种中，

鲜食品种 17.20 万 hm2（其中：特用紫色薯 2.33 万 hm2、 
适合食品加工的川薯 294 等 2.13 万 hm2），占甘薯总

面积的 36.1% ；淀粉加工专用品种 9.67 万 hm2，占总

面积的 20.3% ；饲用品种 2.07 万 hm2，占 4.3% ；兼

用品种 15.00 万 hm2，占 31.5%。

随着甘薯产业萎缩和新品种推广，有的主栽品

种（多为 2006 年以前育成的品种）应用逐步减少

（如徐薯 18、南薯 99、绵薯 6 号、川薯 101 等），有的

加工专用薯和紫色薯等特色品种应用会逐步增加

（如西成薯 007、南紫薯 008、南紫薯 014、川薯 294、
绵紫薯 9 号、川菜薯 211、香薯、524 等）。

3.2.3　种薯来源　四川省甘薯种薯主要为农民自

留种，部分通过市场购置商品甘薯作种薯。脱毒种

薯（苗）应用很少，仅个别专业种植户和科研单位的

示范种植基地开展了脱毒种薯应用示范。据调查，

目前农民自留种约占甘薯总用种量的 80%，其余约

20% 种薯通过市场购置商品甘薯作种薯。

4　存在问题
4.1　投入严重不足，良种繁育严重滞后　甘薯产

业长期不受重视，缺乏项目，投入极少。良种繁育

方面：一是优良品种缺乏。甘薯品种多、乱、杂，加

工专用品种、抗病（黑斑病、病毒病 SPVD、软腐病、

干腐病等）和耐储藏、萌芽性好的品种缺乏。二是

优质新品种利用不够。近年来，育种单位育成了一

些甘薯优质新品种，但推广应用不力，普通老品种

在生产上仍占相当大比重。三是良繁体系尚未建

立。甘薯种薯生产和经营体系缺乏，还没有一家专

业的甘薯种薯（苗）生产经营企业，甘薯脱毒种薯

（苗）应用比例很低（不足 1%），种薯严重退化、质 
量差。

4.2　生产水平低　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机械

化生产相当薄弱，还没有成熟的机械化栽种技术；生

产条件差，抗灾能力弱，配套技术落实差，生产水平

低；贮藏设施简陋，甘薯贮藏损失严重（6% 以上）；

产销衔接不紧密，种植效益不高。

4.3　加工转化增值差　目前，四川省甘薯还有很大

部分直接用作饲料，虽然加工比重不低，但加工企业

技术落后，产品单一，加工品主要为粗淀粉、粉丝等

初级产品，污染问题较为严重，深加工产品少且规模

小，加工转化增值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