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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是甘肃省马铃薯生产的传统大县，在全

县国民经济发展中，马铃薯生产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也是全县农民增产增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1 - 3］。

近年来，在甘肃省脱毒种薯全覆盖工程的扶持下，

庄浪县委、政府立足县情实际，因势利导，坚持以

发展“种业大县和产业强县”为目标，以自育马铃薯

新品种庄薯 3号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扩大种

薯繁育能力、培育壮大产业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

入为目的，按照“稳定面积、提高品质、标准化生

产、产业化经营”总体开发思路，不断加大马铃薯

产业开发力度，马铃薯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已成

为全县特色助农增收产业之一。

1 发展现状

1.1 布局与规模

马铃薯在庄浪县种植历史悠久，长期以来，种

植面积仅次于小麦。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庄浪

县把马铃薯作为区域特色产业来抓，种植面积逐年

增加。近 3 a，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果园建设大规

模推进，全县马铃薯播种面积稳定在 2.67万 hm2以

上，成为第一大主栽农作物。2014年全县农作物播

种面积 7.55万 hm2，其中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3.00万

hm2，总产量达 113.3万 t，农民人均种植马铃薯获

纯收入 1 08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26.86%。

在生产布局与种植规模上，主要形成了以郑

河、通化、永宁、韩店、杨河、岳堡等乡镇为主

的关山高寒阴湿区脱毒种薯繁育基地；以水洛、

卧龙、大庄、柳梁、良邑、南湖、赵墩等乡镇为

主的中北部和盘安、朱店等乡镇为主的西南部半

干旱山区梯田商品薯种植基地；以水洛、朱店等

乡镇为主的西南部河谷川区早熟菜用型商品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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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和使用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行为。大力发展

农产品贮藏、保鲜和加工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进一步通过公司加农户等办法，带动农

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提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

标准化水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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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覆盖栽培生产基地三大种植区域。2014年，全

县商品薯基地面积 2.17万 hm2，脱毒种薯基地面

积 0.83万 hm2。

1.2 栽培品种

庄浪县商品薯生产的主栽品种为庄薯 3号，其

播种面积占全县马铃薯播种面积的 98%以上，也是

全县脱毒种薯的主繁品种，在全县 18个乡镇均有

分布。同时，通过不同区域试验示范，引进和筛选

出适应性好、抗病、丰产的中早熟菜用型优良品种

费乌瑞它、青薯 9号、克新 2号等，主要分布在以

水洛、朱店等乡镇为主的西南部河谷川区。

1.3 主要技术措施

庄浪县是马铃薯生产的传统大县，栽培历史

悠久，生产技术更新较快，传统的步犁开沟点播

栽培已被节水旱作技术取代，近年来重点示范推

广和应用的全膜垄作侧播、脱毒种薯应用、测土

配方施肥、机械覆膜、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取得

了极为显著的成效，成为全县马铃薯生产的主流

技术，应用面积和生产规模逐年递增，并通过新

技术的组装配套，增产能力进一步增强。2014年

全县马铃薯全膜双垄侧播栽培面积达到 2.70 万

hm2，占总播面积的 90%，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

综合防控和脱毒种薯应用技术率均达到 100%。脱

毒种薯繁育区机械覆膜率达到 75%以上。

1.4 加工龙头企业

近年来，通过政策引导和企业改制重组，庄

浪县建成了宏达、银海、鑫喜、成林等一批马铃

薯淀粉加工龙头企业，年加工鲜薯能力 26.5万 t。

2014年，总收购商品薯 20万 t，占商品薯总产量

的 24.6%，生产精淀粉 2.24 万 t、粉条和粉皮

0.153万 t，实现纯收入 2 208万元。

1.5 市场建设与薯品销售

全县建成了韩店、永宁、水洛 3个马铃薯专

业销售市场，并在韩店镇马铃薯交易市场设立了

马铃薯期货交易庄浪县计价点。组建成立了庄浪

县马铃薯协会、庄浪县陇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庄浪县嘉农马铃薯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和 40多个个

体经营协会，形成集订单生产、贮藏、销售于一

体的全县最大的马铃薯批发市场，每年可向内蒙

古、陕西、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地销售商

品薯 1.0万 t以上。在朱店、永宁、韩店等乡镇建

成种薯贮藏库 15 000 m2，贮藏能力 1.5 万 t。同

时，注册了“庄薯”商标，申请了庄薯 3号马铃薯

鲜薯和粉条包装箱专利，在郑河、永宁、通化等 9

乡镇创建了 0.67万 hm2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铃

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2014年向宁夏淀粉加工企业销售鲜薯 12万 t，

向重庆、郑州、广州、江门、西宁、西安、咸阳、

成都等 49个大中城市销售商品薯 28.0万 t，向平

凉、庆阳、陇南、定西、武威、酒泉、张掖和宁

夏的固原、吴忠等省内外马铃薯生产企业和经销

机构销售庄薯 3号脱毒种薯 1.0万 t。

2 发展特点

2.1 种植面积逐年递增

马铃薯生产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的主要经济来

源之一，种植面积呈逐年上升趋势，增幅较大。

2010年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 1.79万 hm2，占农作物

播种面积的 24.78%；2011 年播种面积为 1.80 万

hm2，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25.02%；2012年播种面

积为 2.10 万 hm2，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29.17%；

2013年播种面积达到 2.63万 hm2，占农作物播种面

积的 34.65%；2014年播种面积达到 3.00万 hm2，占

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39.74%。其中在马铃薯主产区人

均种植面积达 0.089 hm2。种植规模的持续扩大，为

庄浪县马铃薯产业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2.2 经济效益日趋显著

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的同时，产量也不断

上升和稳步提高，规模效益更加凸显。2010年全

县马铃薯平均产量 35 734.5 kg/hm2，产值 35 734.05

元/hm2，总产量 63.77万 t，总产值 6.38亿元，农民

人均从马铃薯产业中获纯收入 350.5元。2011年平

均产量为 40 053.0 kg/hm2，产值 36 047.10元/hm2，

总产量 74.15万 t，总产值 6.49亿元，农民人均从

马铃薯产业中获纯收入 395.0元。2012年平均产量

为 35 944.5 kg/hm2，产值 32 350.05元/hm2，总产量

75.48万 t，总产值 6.79亿元，农民人均从马铃薯产

业中获纯收入 420.0元。2013 年马铃薯平均产量

38 499.0 kg/hm2，产值 34 649.70 元 /hm2，总产量

101.38万 t，总产值 9.12亿元，农民人均从马铃薯

产业中获纯收入 440.0元。2014年马铃薯平均产量

37 765.5 kg/hm2，产值 33 988.95 元 /hm2，总产量

113.30万 t，总产值 10.19亿元，农民人均从马铃薯

产业中获纯收入 1 084.0元。

马铃薯生产具有投入少、产量高、比较效益

明显的特点，投入产出比为 1∶4，其产值相当于

小麦产值的 2.5倍，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已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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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民增收主渠道之一。

2.3 良种覆盖率稳步提高

随着马铃薯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品种的应

用逐步得到普及。庄浪县先后引进马铃薯新品种 3

个，自育新品种 2个，其中抗病、丰产、适应性

广、高淀粉型的庄薯 3号已成为全县脱毒种薯繁育

和商品薯生产的主栽品种，青薯 9号、克新 2号、

费乌瑞它成为菜用型马铃薯生产的主要优良新品

种，良种普及率及脱毒种薯应用率均达到 100%。

2.4 产业布局不断优化

随着林果业的调整优化，全县马铃薯种植区域

由梁顶、坡底和沟边的瘠薄梯田逐渐向耕作和光热

条件较好的高水肥区扩展，全膜双垄沟播、测土配

方施肥、脱毒种薯应用和病虫害防控等综合配套技

术进一步得到优化和集成组装［ 4 -12］，规模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形成了以关山高寒阴湿区为主的种薯繁

殖区，以中北部和西南部山地梯田为主的中晚熟高

淀粉商品薯生产基地，以西南部温暖河谷川区为主

的早熟菜用型商品薯生产基地的产业化格局。产业

内部结构日趋合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得到有

效提升，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2.5 脱毒种薯繁供体系基本建成

近年来，通过庄薯 3号、费乌瑞它、克新 2号

等优质马铃薯脱毒与各级种薯的生产，全县建立健

全了县乡村三级脱毒种薯繁供网络，已初步建成年

产脱毒苗 1 800万株、原原种 3 000万粒、原种基

地 333.3 hm2、一级种薯基地 3 333.3 hm2、二级种薯

基地 5 333.3 hm2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各级脱毒种

薯年生产能力达到 30万 t，成为陇东地区重要的脱

毒种薯生产基地和庄薯 3号脱毒种薯供种中心。

3 存在的问题

3.1 部分农民务农观念日趋淡薄，低投低产

尽管马铃薯生产效益十分显著，但与务工收

入相比，悬殊仍然很大，难以引起广大农民的青

睐。就当前农村来说，种地只是解决口粮问题，

还没有完全形成农民的产业化行为。农村劳动力

大量外流，职业农民锐减，妇老幼残成为土地和

宅基地的守望者。这些留守者大多为老龄化人群，

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较好的筹划和实施生产。

因而，出现了一部分农户投入少，产量低，收入

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北部、西南部山区，表

现尤为突出，全膜垄作侧播等新的增产技术往往

在实际操作中被减化或走样，起不到增产作用。

3.2 机械化程度偏低

农业机械化，是解决当前农村劳动力不足，

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也是家庭农场生产的

先决。近年来，庄浪县农业机械化程度发展较快，

但与实际需求的距离还相当大，目前全县农民百

户农机占有量仅为 5台左右。全膜垄作侧播技术

劳动强度和劳动量较大，大多农户生产操作仍以

畜力人力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效率低，规模上

不去，管理上常常误工误时。

3.3 鲜薯贮藏能力低，总体销价不高

庄浪县马铃薯以单家独户式的地下窖贮藏为

主，户均贮藏能力仅 3 t左右，贮藏手段落后，烂

薯现象严重，分期上市、均衡上市、保鲜贮藏淡

季上市能力差。收获期大量产品同期上市，销售

价格低而不稳，影响经济效益的提升。

3.4 龙头企业规模小，加工转化量较低

全县有马铃薯大型加工企业共 7家，商品薯

加工能力仅 25万 t 左右，占全县总产量的 25%。

同时，加工产品全部为淀粉或粉条等“半成品”，

没有薯片、薯条和膨化食品的加工企业，精深加

工尚属空白，企业加工链条不长，没有发挥高附

加值效益。

4 发展潜力和优势

随着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膳食结

构的变化及中国快餐业迅猛发展，马铃薯产品的

市场需求量将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必将进一步

促进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发展，脱毒种薯的市场和

发展空间也将同步增加。这将对庄浪县马铃薯产

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极大。

庄浪县马铃薯生产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具有良

好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地理位置优越。日照时

间长、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气候冷凉，雨热

同季，气候垂直变化明显，降水规律与马铃薯的需

水特点基本一致，与块茎膨大期同步，水分生产效

率和种植效益都明显高于其它各主栽作物，极适宜

于发展马铃薯生产。该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地

形复杂，对马铃薯各种病虫害的传播有着天然的隔

离作用，也是甘肃省脱毒种薯繁育供应和优质马铃

薯生产的最佳区域。二是具有明显的品质优势。庄

浪县生产的马铃薯薯块大、薯皮光滑、食味上乘、

耐贮藏运输，品质优势比较明显，极具市场竞争

力。三是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优势。庄浪县自然条

件和生产方式适宜于生产马铃薯，劳动费用支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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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

场，都具有生产竞争力，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

势。四是具有优良的品种优势和技术优势。庄浪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自主选育的马铃薯新品种庄薯 3

号，以其抗旱抗病性强、高产稳产、粮菜兼用、营

养丰富等特点享誉省内外。马铃薯生产将成为全县

农业产业化最具发展前景的特色产业之一，成为全

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5 发展对策

5.1 进一步优化结构，合理规划布局

进一步加大脱毒种薯生产基地建设规模，由

关山高海拔地区逐步向周边扩展，以庄薯 3 号、

青薯 9号、克新 2号、费乌瑞它等品种繁育为主，

通过基地建设，逐步将庄浪县由商品薯生产大县

转变为脱毒种薯繁育大县，向全省乃至全国供种。

在中北部和西南部山区，继续建设高淀粉商品薯

生产基地，种植品种以庄薯 3号为主，以稳定面

积，增加产量、提高品质、增加效益为目标。在

水洛河及葫芦河流域的水洛、朱店、万泉、阳川

等乡镇建立中早熟菜用型马铃薯生产基地，推广

种植品种克新 2号、费乌瑞它、青薯 9号等，配

套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以早上市、增收益为

目标。在县城近郊建立塑料拱棚早熟马铃薯生产

基地，填补县域市场空缺。

5.2 加快马铃薯产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建设步伐

针对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兼业化而导致的部分土地闲置和荒芜问题，积极

探讨土地集约化经营方式，用足用好国家政策，

通过土地有偿转让、租赁、入股和政策扶持等形

式，逐步将部分无人耕种的土地和集体闲置土地

集中于具有一定能力的马铃薯生产专业大户经营，

或组建家庭农场，或组建马铃薯合作社、农民协

会、生产基地、场、公司等。既能解决土地浪费

问题，又可发挥引领和助推全县马铃薯产业快速

发展的作用。

5.3 加大扶持力度，增强马铃薯产业发展后劲

庄浪县农业发展的基础很脆弱，农民经济能

力也很脆弱，为此要逐步加大政府扶持。一是继

续增加农民脱毒种薯应用扶持力度；二是继续加

大良种、机械购置补贴、贮藏窖补贴；三是通过

“双联”、“群众路线教育”、扶贫、支农信贷、项目

带动等形式，或借鉴“一喷三防”、“晚疫病防控”

等模式，加大马铃薯生产补贴扶持。送技术，送

服务，送物资，切实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

民生产信心。同时，配套进行机耕道和田间道路

建设，解决机械化生产难和运输难的问题。

5.4 建设贮藏库，分期上市

针对农户鲜薯贮藏分散、规模小、种薯与商

品薯混贮及贮藏手段落后、烂窖率高的实际，建

立以乡级或村级为单位的薯品保鲜贮藏库，并引

进先进的贮藏技术，尽快实现薯品贮藏科学化、

规模化。同时，鼓励个体经营户建造简易贮藏窖，

户均达到 5孔以上，每孔贮藏 5 t以上；动员农户

每户自建 5 t以上容量的窖库 1～2孔。通过短期

贮存和分期上市，做到产品均衡上市，增加收益。

5.5 强化龙头企业，提高加工能力

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加工能力，扩大生

产量，提高产品质量，将加工能力提高到设计能

力以上。同时，引进和应用先进的农产品加工工

艺设备，尽快引进薯条薯片及膨化食品加工线，

增加产品加工的科技含量，丰富产品种类，提高

产品质量，使全县马铃薯的加工由半成品向系列

化深加工发展，延长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同

时，要长期加大马铃薯产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坚

持通过改制强“龙头”，利用政策扶“龙头”，通过

招商引“龙头”和紧盯市场育“龙”头等措施，培育

马铃薯产业化龙头企业群体，创建知名企业，知

名品牌，全方位、深层次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充分发挥庄浪县马铃薯经销公司和陇源薯业责任

公司 2 个龙头企业在马铃薯外销中的引领作用。

这 2个龙头企业要以生产基地为依托，完善委托

生产、订单农业、入股分红等利益分配机制，通

过向农户预付定金、赊销种薯，提供生产和技术

服务等形式，增强农户参与商品薯、种薯基地建

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鼓励马铃薯龙头企业通过参股、兼并、重组等形

式，积极参与企业内部改制，扩大企业规模，鼓

励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组建自己的研

究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进一步增强马铃薯的吞

吐能力，将全县 70%以上的马铃薯县内消化，激发

全县农民回归农业和参与马铃薯产业的积极性。

5.6 不断完善市场营销体系，促进产品流通

大力培育和健全市场营销体系，通过组建各

种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为分散经营的农户提

供市场信息和技术咨询，进一步开拓市场，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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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在整个生育过程中遭受多种病害及虫害

的危害，使其产量与品质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 1］。目前防治烟草病虫害的方法

主要是种植抗病虫品种和药剂防治蚜虫。由于农

摘要：对近30 a来转基因工程技术在抗病、抗虫转基因烟草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并对转基因技术在烟
草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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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ransgenic Tobacco
CHEN Yongtao，JIN Jilin，ZHANG Xingwu，LI Xingzhong，LUO Hui

（Guizhou Fruit Institute，Guiyang Guizhou 550006，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application of transgen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disease -resistant and insect -resistant
transgenic tobacco are reviewed in almost 30 year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ransgenic technology in tobacco is also
forecasted .

Key words：Trans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Resistance to plant virus disease；Insect resistance；Research progress

转基因烟草的研究进展
陈永涛，金吉林，张兴无，李兴忠，罗 会
（贵州省果树科学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6）

市场风险，促进外销。尤其是要通过市场体系建

设，以市场来拉动、调节和优化马铃薯产业结构，

扩大生产面积，增加投入和提高产出，逐步增强

农民的积极性。同时，要学习和借鉴定西市的做

法与成功经验，通过举办不同级别的马铃薯大会、

产品推介会，新闻发布会、媒体专题报导和开启

鲜薯运输专列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庄浪马

铃薯”、“庄薯 3号”、“红眼窝”商品薯与种薯的

宣传与推广力度，提升品牌效应，增加知名度，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拓展全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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