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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原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与
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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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铃薯是我国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贫困山区的主要农作物和重要支柱产业。目前，这两大区域的马铃

薯生产存在病虫害高发难防、化肥高施低效、种薯繁育体系不完善、市场范围狭窄等关键共性问题，严重制

约当地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文章以云南昭通、甘肃定西等地为例，从生态特点、区位优势及精准扶贫需

求等方面分析了云贵高原、黄土高原两大贫困区域发展高值种薯产业的优势和必要性，提出推广抗病品种、

引进绿色高效施肥和病虫害防控技术、完善专业化和规模化种薯繁育基地、拓展种薯市场是落实高原地区马

铃薯产业扶贫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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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原马铃薯种薯产业扶贫的优势和必要性

我国 70% 左右的马铃薯产地分布于集中连片特困

山区，是当地贫困群众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马铃薯产品包括商品

薯和种薯，后者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和显著的比较效

益优势。我国海拔 1 800 m 以上的高原山区，自然条件

严酷，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少，贫困面大，是脱贫攻

坚的“硬骨头”。而这些地区大多具有气候冷凉、昼

夜温差大、自然隔离条件好、传播病毒媒介昆虫数量

少、病毒性退化慢等马铃薯种薯繁育得天独厚的生态

优势和资源禀赋。因此，发展高原优质种薯产业，打

造区域种薯品牌，大力拓展国际国内用种市场，对于

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1.1 高原地区气候冷凉，病毒性退化慢，是繁育马
铃薯优质种薯的理想地区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原地区，喜

欢温暖凉爽气候，不耐高温（高温易退化）。位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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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高原的云南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约（5.303—6.607）

×105 hm2，年总产量约 1.2×107 t，生产规模位居全国前

列 [2]。其中，昭通市具有与马铃薯原产地相似的气候

条件，春、秋、冬 3 季马铃薯种植面积约 1.9×105 hm2，

占云南省总面积的 1/3，是全国马铃薯优势特色产区。

昭通市的镇雄、昭阳、永善、巧家、鲁甸等区县内海

拔 2 200—3 200 m 的深度贫困山区，气候冷凉，昼夜温

差大，日照强，无霜期长，有利于马铃薯块茎的干物

质积累，非常适宜生产优质种薯。该地区生产的马铃

薯原原种①活力强、单薯重量大（一般比北方的种薯

重 1—2 g/粒）[3]，而且可周年种植马铃薯，种薯繁育

周期短，生产原原种不需要调温设施，效率约为北方

的 2 倍，种薯生产成本较北方低 40% 以上[4]。地处黄土

高原的甘肃中东部、陕西北部及宁夏南部山区，土体深

厚疏松，速效钾含量 153—214 mg/kg，年无霜期 120—

160 d；有限的降水（年降水量仅 420—650 mm）主要

集中在每年 7—9 月，而此时恰逢马铃薯块茎膨大期，

降水对马铃薯生长需水满足率达 62.2%—96.4%[5-7]。

这些区域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8.6×105 hm2 以

上，马铃薯收入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 20%—60%，是

当地发展农业商品生产和精准扶贫的“领军”作物。

海拔 2 000 m 以上的高寒阴湿山区，年平均气温 5℃—

8℃，早、中、晚熟品种均可种植[7]，且从事马铃薯良

种繁育的群众基础好，民间资本投资热情高，因此是马

铃薯种薯繁育的理想地区。

1.2 高原地区机械化程度低，马铃薯生产成本高，

发展种薯比商品薯更具竞争优势
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多为山区和丘陵，山高坡陡、

土地碎片化现象严重，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率低，人力

成本与日俱增，低附加值的商品薯逐渐丧失竞争优

势。其中，云南昭通山区、半山区土地面积占全市面

积 96.4%，全市马铃薯机械作业覆盖率仅为 8%[3]，商品

薯平均售价约 2 元/kg。而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商品薯均

价为 1.2 元/kg，运至昭通的落地价不超过 1.8 元/kg。我

们调查发现，昭通市部分马铃薯加工企业直接从北方

采购原料。由此可见，只有充分利用高原自然条件，

因地制宜发展高附加值的种薯产业（预计可提高经济

价值 1 倍以上），才能更好地调动薯农积极性，有力

支撑国家和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8]。

1.3 区位优势突出，种薯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
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不仅可作为我国南方和北方

的优质种薯生产基地，而且可作为东南亚和西亚的种

薯供应基地。仅云南的德宏、开远等马铃薯冬作区

种植面积就超过 2×105 hm2（300 余万亩）。这些地区

气候炎热，马铃薯生理性和病毒性退化快，不适宜生

产种薯，于是临近的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成为其主要

种薯供应基地；此外，云南省毗邻孟加拉国、缅甸、

老挝、越南、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从休眠期衔

接、区域优势和运输半径而言，昭通都适合作为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种薯供应基地。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定

西距离“一带一路”沿线的西亚国家较近，生产的种

薯除了供应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山东、河北

等地，在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

国家的马铃薯用种市场也有极大地拓展空间。

2 发展马铃薯种薯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

长期以来，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两大地区马铃薯

种薯产业面临病虫害防控难度大、化肥农药高施低

效、标准化程度和综合机械化率低等突出关键问题，

因此严重影响其产能和品质，限制了区域优势品牌的

树立。

2.1 病虫害常年高发，有效防控措施缺乏，严重影
响种薯质量的提升
云贵高原持续高湿阴雨致使马铃薯早疫病和晚

① 马铃薯原原种，是用脱毒的试管苗移栽或扦插最初产生的种薯。种薯很小，多数在 1 克以上，最大 2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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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年均发生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 40% 以上 [8]。由

于缺乏高效、低成本的防控技术，马铃薯病害防治

率不到 10%，减产 20%—80%，每年导致直接经济损

失 3 亿元以上[3,9]。陕甘宁马铃薯繁种区晚疫病发生率

也高达 20%—50%。同时，在两大高原地区单一种类

化肥的持续施用和连作障碍，导致很多地方土壤生

态失衡，疮痂病、黑痣病等土传病害发生率达 30%左

右，且危害呈逐年加重趋势，有效防控措施缺乏，严

重威胁种薯质量，因此成为提升种薯品质、树立优质

品牌的关键制约因素。

2.2 化肥高施低效不仅拉高了生产成本，而且造成
面源污染
云贵高原马铃薯主产区化肥用量为 750 kg/hm2 左

右，黄土高原马铃薯主产区化肥用量约为 1 050 kg/hm2。

氮、磷、钾肥普遍施用不合理，尤其是氮肥过量施用

现象严重，养分流失、利用率低下[10]。化肥的长期过

量不合理施用不仅拉高生产成本，而且其残留引起土

壤板结和理化性质改变，更加剧了土传病害的发生，

直接影响种薯质量和种植效益，从而成为制约该区域

马铃薯种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1]。因此，迫

切需要发展兼具控制养分流失、提升土壤质量、增加

作物抗逆性、提高作物产量的多功能新型马铃薯专用

肥料，实现化肥减施增效。

2.3 规模化、标准化种薯繁育基地缺少，种薯质量
监测体系不健全，质量标准认定有待规范
由于缺乏专业的种薯质量监督检测及认证组织管

理机构，缺乏必要的检测设备和技术人员，检验方法

和手段落后，对种薯繁育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种薯级别混杂、以次充好、生产经营

秩序较为混乱等现象。截至 2018 年，昭通虽已建成脱

毒种薯繁育基地 1×104 hm2，但高质量、标准化繁育基

地少而分散，其中原种扩繁基地仅 200 hm2，一级种

扩繁基地 800 hm2；并且，至今尚未建成专业化质量

检测技术平台，缺乏相应的标准。虽然昭通的脱毒种

薯普及率已达 35%，但种薯质量难以保证[3]。甘肃定

西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企业达 30 余户，年产脱毒种薯

约 2.4×106 t，生产原原种 1×1010 粒，占全国的 60% 以

上[12]。但由于监督检测和认证管理机构缺乏，导致种

薯纠纷时有发生，繁育体系有待进一步规范。

2.4 种薯销售渠道单一，价格波动大，国际市场拓
展乏力
目前，昭通生产的种薯大多销往德宏、红河、广

州等地，市场有限，严重影响当地薯农和相关企业

的积极性[13]。黄土高原山区的种薯主要销往陕西、甘

肃、宁夏、内蒙古、河北、山东等国内市场，几乎没

有打入国外市场，这成为该区种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制约因素[7]。

3 马铃薯种薯产业问题的解决方案

针对两大高原马铃薯种薯产业中存在的上述关键

问题，大力推广优质抗病新品种，引进高新技术，结

合有效栽培措施和质量检测平台，经过系统集成与优

化，形成如下整体解决方案。

3.1 加强优质多抗马铃薯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是病害
防治的基础
云贵高原是马铃薯晚疫病的高发区，解决病害防

治的根本问题是提高品种的抗病性。在“十二五”和

“十三五”期间，我国西南地区已培育出很多优质抗

病新品种，如“云薯”系列、“丽薯”系列和“黔

薯”系列等很多高抗晚疫病且市场接受度高的品种。

但原原种生产补贴取消后使得新品种的繁育量减少，

导致其推广速度慢，不能充分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同

时，病原微生物的不断进化，致使其抗药性也逐渐增

强。因此，马铃薯抗病品种也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不断

推陈出新。

3.2 引进病虫害有效防控措施是树立种薯品牌的必
要途径
建议采用马铃薯晚疫病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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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测报晚疫病发生情况，指导田间开展适期防控；

推广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联合研发的农药控失技术[14,15]，以降低农药

的流失率，延长药效期，从而提高对早疫病和晚疫病

的预防效果；示范江苏大学研制的防漂移静电喷雾装

备，增加农药雾滴在马铃薯叶片的沉降和附着率；

配合使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发的 S-诱抗

素②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发的寡糖制

剂，提高马铃薯植株免疫力，增强整株抵御生物和非

生物胁迫的系统抗性；示范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发的抑制土传病虫害功能菌剂，降低疮痂病、粉痂

病、黑痣病等病害及线虫的发生率；采用马铃薯与蔓

菁、油菜、麦类、豆类等作物轮作倒茬，最好 3 年轮

作 1 次。

通过以上多项先进技术的集成和应用，建立有效

的病虫害防控技术体系，最大程度保证种薯质量，从

而提高两大高原地区种薯的市场竞争力。

3.3 发展先进肥料技术是提高种植收益的有效措施
针对高原地区山高坡陡引发的肥料径流损失问

题，建议引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发的肥料增

效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养分流失，缓解农业

面源污染。

2019 年，云南中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东华大学合作，在昭通市昭阳区

大山包乡示范肥料增效剂；结合马铃薯专用配方肥及

高效栽培措施，提高肥料农学利用率 20% 以上，亩

产达 2.0 t，大中薯率提高 50% 以上，较当地农户对照

组亩产增加 50% 以上，收益增加 2 000 元/亩。2012—

2019 年，在宁夏科技厅和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马铃薯研究团队深

入宁夏西吉、海原、固原、隆德、彭阳等南部贫困山

区，累计示范和推广肥料增效和农药控失助剂等先进

技术产品约 7×104 hm2（105 万亩），平均增产 10% 以

上，增收 200 元/亩以上，产投比大于 7.5∶1，累计创

造经济效益 2.1 亿元，为当地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加快上述新技术的推广，建议当地政府通过宣

传和财政补贴形式引导推广。

3.4 完善种薯质检平台、改善窖藏条件是打造优质
种薯品牌的根本保障
树立马铃薯种薯的品牌形象，质量检测是关键。

建议当地政府加强人才培训、引进专业检测人才，组

建专业技术队伍，制定技术规程和地方标准；在重点

县市建立种薯质量综合检测室，建立监测网络；大力

推行种薯生产许可证制度，确保脱毒马铃薯种薯的生

产质量。同时，建议向规模化种薯繁育公司提供融资

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应重点改善云贵高原

马铃薯种薯的窖藏条件，减少冬储过程中的损耗，杜

绝病虫害的潜伏和蔓延，使种薯安全度过休眠期，为

打造国际优质种薯基地保驾护航。

3.5 进一步拓展种薯销售渠道是巩固高原地区扶贫
成果的希望所在
种薯产量和质量固然重要，但销路问题更加关

键。昭通种薯产业除进一步拓展广东、福建等国内南

方冬作区市场外，更应大力开发南亚和东南亚巨大的

市场。黄土高原地区的种薯产业除了拓展国内市场，

还应积极开拓西亚市场。建议市级政府成立专门机

构，对接中国驻外使领馆、外国政府相关部门、国际

贸易组织和团体等，极力宣传两大高原地区的种薯。

同时，建议出台相应的政策激励销售，鼓励种薯出口

贸易，支持群众通过网络直播（如抖音、快手等）、

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拓展市场。在

宣传方面，可考虑通过全媒体特别是网络直播的方式

② 肖亮 , 谭红 .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和发展趋势及 S- 诱抗素的发展历程 // 第四届全国绿色环保农药新技术、新产品交流
会暨第三届生物农药研讨会论文集 . 北京 :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入侵分会 , 20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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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种薯生产全过程演示。将扶贫与种薯产业有机结

合，不断提升两大高原地区在种薯行业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逐渐塑造品牌，稳定市场价格，增强高海拔地

区困难群众脱贫的自身“造血”能力，实现脱贫不返

贫的美好夙愿[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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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tato is the main crop and important pillar industry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and the 

Loess Plateau in China. At present, there are several key common problems in potato production in these two regions, such as high 

incidence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high chemical fertilizer usage but low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mperfect seed potato breeding 

system and narrow market,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Taking Zhaotong of Yunnan 

Province and  Dingxi of Gansu Province as exampl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seed potato 

industry in plateau poverty-stricke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romotion of disease-resistant varie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n and efficient fertiliz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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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sion of seed potato market ar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implemen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lateau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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