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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使用加密狗等。 登录终端应积极安装 360 安
全卫士等正版杀毒软件［5�］。
4.2 系统日常的运行维护

网站安全检测， 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站业
务系统进行漏洞扫描， 检测网页是否存在漏洞、
网页是否挂马、 网页有没有被篡改、 是否有欺诈
网站等， 提醒网站系统管理员及时修复和加固系
统， 保障 web 网站的安全运行。

建立详细的安全审计日志、 系统运行日志，
以便检测并跟踪入侵攻击等。 OA 系统、 科研管理
系统等应当做到每天备份， 以便信息数据受到损
失时能够及时恢复运行。
5���结语

建立服务于全院的科研管理系统， 使农业科
研信息管理网络化， 对于农业科研和成果推广具

有提质、 增效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促进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为全省“三农”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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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全国马铃薯的重要产区， 近年种植
面积均在 67 万 hm2 以上， 在保障甘肃省粮食安
全、 促进农民增收、 消除贫困方面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近年来， 甘肃省立足区域优势和资源优
势， 把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的六大产业之一， 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
马铃薯生产、 贮藏、 加工和营销一体化产业格局
初步形成， 已成为保障甘肃省粮食安全、 增加农
民收入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国家提出马铃薯主食
化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 加快马铃薯品种选育、
脱毒种薯标准化生产种植、 马铃薯深加工等关键

环节的配套， 已成为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1���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 地形复杂， 气候差异
性大， 生态类型多样， 发展马铃薯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 马铃薯主产区土层深厚而疏松， 富
含钾素， 独特的生长环境造就了甘肃马铃薯与众
不同的品质优势， 个体均匀， 口感醇厚、 淀粉含
量高， 耐贮藏运输， 是工业淀粉和食品生产的上
乘原料。 甘肃省中南部高寒阴湿区海拔高、 气温
低、 短日照、 气候湿润、 无霜期短、 病虫害轻，

摘要： 分析了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指出了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加快专用
型新品种选育； 完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体系和推广补贴政策； 加大主粮化技术攻关力度； 提升加工水平等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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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进行隔离和田间管理， 是繁育脱毒种薯的最
适宜地带。 2015 年甘肃省马铃薯种植面积 71.6 万
hm2， 鲜薯总产折合主粮 280 万 t， 面积和总产分
别占全省粮食作物的 25%和 23%， 马铃薯已成为
甘肃省的第三大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与总产量均
居全国第 2 位［1�-�2�］。
1.1 马铃薯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产业基地已经形
成

近年来， 甘肃省已经形成了中部高淀粉及菜
用型； 河西及沿黄灌区全粉、 薯条（片）加工型； 陇
南、 天水早熟型和高海拔区脱毒种薯生产等四大
优势生产区域。 优势产区种植面积占到全省 70%
以上， 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定西市， 种植面积和产
量占全省的 1/3 左右， 种植面积超过 3.3 万 hm2 的
还有天水、 陇南、 平凉、 庆阳、 临夏、 白银等地。
1.2 脱毒种薯扩繁体系基本健全， 生产和供应能
力明显提高

通过甘肃省马铃薯脱毒种薯全覆盖工程项目
的实施， 全省已建成了集中生产脱毒苗—工厂化
繁殖原原种—企业网棚或高山区扩繁原种—企业
（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高山区扩繁生产用种薯四级
种薯扩繁体系。 种薯繁育基地布局更趋科学化，
生产日益标准化， 大部分基础种薯生产企业采取
了“企业直接流转土地” 和“公司 + 专业合作社 +
基地模式”方式建立原种生产基地， 建成了一批集
中连片、 机械化耕作程度较高的基地， 为保证种
薯产量和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省原原种年
产量 9 亿多粒， 原种及一、 二级种薯面积 8 万
hm2， 年生产种薯 200 万 t。 基础种薯远销新疆、
内蒙、 云南、 广东、 广西、 山东、 河北、 黑龙江
等省区， 向外省区年销售原原种 4 亿粒以上、 原
种 2 万多 t。
1.3 良种选育和推广步伐加快， 科研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

形成了以省、 市农业科学院、 甘肃农业大学
等为主的马铃薯新品种引进和选育科研基地， 先
后育成新品种 95 个， 推广了几十个国内外优良品
种如： 大西洋、 费乌瑞它、 克星 1 号、 克星 2 号、
青薯 168、 青薯 9 号等， 特别是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选育的品种陇薯 3 号淀粉含量高达 20%～24%，
在全国领先； 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选育的品

种庄薯 3 号抗晚疫病能力经受住了 2012 年全省晚
疫病大流行的考验［3�］， 且被评为甘肃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新选育的薯片和全粉加工型品种陇薯 9
号、 甘农薯 5 号、 农天 1 号， 菜用型陇薯 10 号各
项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全省加工型、 菜用型
等系列品种基本配套。
1.4 市场营销体系逐步健全， 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甘肃省马铃薯收购网点遍布全省乡村， 营销
窗口遍布华南、 华东、 华中及西南等各大终端市
场， 全国购销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建成马铃薯批
发市场 10 多个， 马铃薯购销网点 2�100 多个， 有
运销大户 3�500 多户。 每年销往北京、 上海、 广
东、 福建、 河南等 20 多个省（市）的鲜薯达 300 多
万 t， 占鲜薯总产量的 30%以上。 全省先后注册了
40 多个马铃薯品牌商标， 有 5 个获国家原产地地
理标记证书， 5 个获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证书， 1 个
获国家有机食品认证，“定西马铃薯”2012�年被国家
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4�］。
1.5 脱毒种薯推广水平明显提高， 农民收入不断
增加

通过甘肃省马铃薯脱毒种薯全覆盖工程项目的
实施， 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应用脱毒种薯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民增收。 据统计， 2010�—2015 年甘肃省
累计推广马铃薯脱毒种薯 337.6 万 hm2， 平均产量
19�500�kg/hm2 以上， 增产 4�500�kg/hm2 以上， 农户
增收 4�500 元 /hm2。 覆盖了定西、 兰州、 白银、 天
水等 10个市（州）53个县（区）、 480 个乡（镇）、
12�000个村 228万个农户， 受益农户不断增加。
1.6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加工增值成效显著

近年来，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的加工产品从普
通淀粉逐步发展到生产变性淀粉、 全粉、 薯条、
膨化食品、 主粮化产品等 10 多个品种系列。 已建
成各类马铃薯加工企业 100 多家， 年加工能力达
400 多万 t， 实际加工量在 160 万 t。 由于众多马铃
薯淀粉加工企业和马铃薯贮藏设施的建成， 全面
稳定了马铃薯集中上市期的销售价格， 解决了等
外薯的销售难题， 保障了农民收益［5�］。
2���存在问题
2.1 专用型加工品种仍然较缺乏

近年来， 甘肃省先后培育成的马铃薯品种达
90 多个， 但大多是以鲜食和高淀粉品种为主，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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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优良加工型品种， 特别是适合马铃薯全粉及薯
片、 薯条加工品种缺乏， 致使引进的先进加工设
备没有匹配的原料而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 虽
然引进了大西洋、 夏波蒂等一批国外著名薯片
（条） 食品加工专用品种， 但由于这些品种在本省
种植表现适应性差、 抗病性弱、 产量潜力小， 而
且退化快， 因而大大影响了大面积推广应用及马
铃薯产业开发。
2.2 种薯生产成本高， 生产用种薯级别低

由于原种扩繁需原原种 90�000 粒 /hm2， 每粒
0.4 元， 仅种薯需投入 36�000 元 /hm2， 再加上水
肥、 田间管理及相关设施方面的投入， 大大地提
高了原种生产成本， 原种销售价格也随之增高，
达到 2.8～3.0 元 /kg， 超过了种植农户的购买能
力， 只能通过扩繁来降低种薯成本， 但多代扩繁
虽然降低了种薯价格， 但种薯质量也随之降低，
产量也难达到预期目标。
2.3 补贴政策不完善， 脱毒种薯推广存在制约“瓶
颈”

目前， 甘肃省在马铃薯脱毒种薯推广环节没
有补贴政策， 商品薯种植农户不能直接享受到该
项政策带来的实惠， 阻碍了农户使用脱毒种薯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已成为甘肃省马铃薯生产的制
约“瓶颈”。
2.4 产业化开发能力不足

甘肃省虽然已建成马铃薯产品加工企业 100
多家， 年加工鲜薯能力 400 万多 t。 但是马铃薯加
工龙头大企业相对少， 精深产品开发不够， 商品
加工转化速度相对较慢， 附加值不高； 薯渣的开
发利用尚未起步， 大量高淀粉品种作为菜用薯外
销， 严重影响甘肃省马铃薯在终端市场的竞争力。
3���发展对策
3.1 扶持专用型新品种选育

马铃薯育种目标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加大扶
持力度， 扩大扶持范围。 扶持 3�～5 家科研单位开
展马铃薯专用加工型及主粮化需求的专用化品种
选育， 通过引进和选育相结合的方式， 力争在较
短的时间内选育出适合甘肃生态条件的专用型新
品种 3～5 个， 以适应市场需求。
3.2 完善脱毒种薯生产供应体系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作业机械配套， 建

设“四化”种薯生产基地。 二是创新基地建设与管
理机制。 鼓励和引导种子企业向种薯生产优势区
域集中， 通过土地流转、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等方式建立相对集中、 稳定的种薯生产基地。 三
是完善脱毒种薯生产、 贮藏、 供应体系， 在满足
省内用种需求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对省外供种的
能力和水平， 建成马铃薯种业大省。
3.3 建设标准化商品薯生产体系

完善良种推广补贴政策的运行机制， 以“多用
多补， 少用少补， 不用不补”为原则， 采用“以奖
代补”的机制， 对种植农户使用高质量、 高级别脱
毒种薯予以补贴扶持， 提高补贴效率。
3.4 加大主粮化技术攻关力度， 研发适应市场需
求的主粮化产品

一是鼓励现有科研单位、 院校开展马铃薯主
粮化产品研发， 鼓励龙头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的
联系， 建立技术依托， 实现产研结合。 二是加强
国内、 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引进新技术、 新设
备， 加快主粮化产品开发步伐。
3.5 完善马铃薯加工体系

一是引导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开展资产
重组， 向马铃薯优势区域集中， 确定各区域马铃
薯生产规模， 规划区域最佳生产格局； 二是依托
淀粉和全粉的原料优势和品牌效应， 大力发展马
铃薯主粮化产品， 形成国内比较大的多系列马铃
薯食品生产企业； 三是引导和建立马铃薯生产、
销售、 加工对接机制。 形成龙头企业加基地、 基
地带农户、 农户助推企业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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