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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甘肃省马铃薯产业提升的几点建议
刘润萍 1， 岳 云 2

（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2.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根据对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现状， 指出了马铃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提出了重新制定甘肃旱作特色马铃薯产业规划、 培育专用型产品、 加强种薯质量监
管、 延长鲜薯供应链、 强化鲜薯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 提高精深加工水平、 创建马铃薯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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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粮菜兼用作物， 自 2005 年以
来甘肃省种植面积稳定在 67 万 hm2 以上，
总产量 1�200 万 t 左右， 成为甘肃省旱作优
势特色产业和脱贫致富产业。 随着国家对马
铃薯产业的重视， 新的马铃薯种植区域不断
拓展， 现代化生产加工设施大量投入应用，
对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带来冲击。 面对新的挑
战， 甘肃省马铃薯如何才能突破当前的困
境， 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并持续提升
壮大， 就成为一个急需思考的问题。
1���发展现状

马铃薯是甘肃省特色优势产业， 种植面
积和鲜薯总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在全省农业
和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多年发
展， 已初步建成了健全的种薯生产体系、 完
善的鲜薯生产体系和产品加工体系。 2018
年， 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 4.67 万 hm2， 鲜薯
总产 1�215 万 t， 分别居全国第三、 第二位。
优势产区面积占到全省 70%以上， 各类新型
经营主体种植面积达到 7.67 万 hm2。 全省生

产原原种 12.7 亿粒， 原种 17.3 万 t， 一级种
115万 t， 二级种 29万 t。 全省共有原原种生
产企业 40多家， 原原种年生产能力 12亿粒，
脱毒种薯年生产能力 160多万 t。 贮藏能力达
到 300 万 t 多。 全省规模较大的马铃薯加工
企业有 100多家， 有 57家企业年加工能力 2
万 t 以上， 精深加工产品主要有精淀粉、 全
粉、 变性淀粉、 薯条、 膨化食品等。 新开发
的主食化产品有马铃薯馒头、 面包、 饼干、
烤馍等系列产品。 马铃薯加工已从淀粉等初
加工发展到休闲食品和主食产品等精深加工，
年加工能力近 70万 t， 其中， 精淀粉 45万 t，
全粉 5万 t， 变性淀粉 3万 t以上。 建成批发
市场 10 多个， 购销网点 1500 多个， 每年销
往 20 多个省（市）的鲜薯 350 多万 t。 马铃薯
产业已成为甘肃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和主
产区发展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2���存在的问题
2.1 种薯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种薯质量不高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体系基本建

收稿日期： 2019 -08-11
作者简介： 刘润萍（1963—）， 女， 甘肃渭源人，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业区域经济研究及期刊编辑

工作。 联系电话：（0931）7616925。
。。。。。。。。。。。。。。。。。。。。。。。。。。。。。。。。。。。。。。。。。。。。。。。。。。。。。

收益［J］. 中国合作经济， 2016（1）： 23-26.
［11］ 姜长云.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题

应有新解法［J］. 中国发展观察， 2015（2）：
18-22.

［12］ 沈 婷， 李 伟. “互联网 + 现代农业” 在
中国乡村振兴中的途径研究［J］. 中国市场，
2019（22）： 54-64.

（本文责编： 杨 杰）

84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1 20192019 年 第 11 期

立， 但原原种生产能力过剩， 健康种薯的田
间生产基地建设乏力， 重点县（区）建成的马
铃薯脱毒种薯质量检测中心由于缺乏资金和
技术人员尚未很好发挥作用。 种薯质量监管
体系仍不健全， 种薯质量参差不齐、 市场监
管缺失。 种薯生产的田间管理能力不强， 脱
毒种薯质量检测体系不健全， 检测水平不
高。 脱毒种薯生产投入大， 价格高， 种植者
购买的积极性不强。
2.2 仓储加工能力不足， 产业链条不长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增加， 种薯和商品薯
仓储能力明显不足。 部分加工企业环保设备
难达标， 技术改造成本高， 难以正常加工。
主食化产品开发投入大， 产品种类少， 市场
占有率低。
2.3 品牌效应未充分发挥， 市场销售压力大

目前品牌管理机制不健全， 套用冒用品
牌现象突出。 销售渠道多元化， 定价和销售
管理体系混乱， 市场分析不足， 定位不准。
优质专用薯少， 错峰上市的优势不断弱化，
市场空间逐步萎缩。
2.4 全程机械化发展不平衡， 标准化程度低

甘肃旱作区马铃薯生产小农户多、 地块
小、 机械化程度不高、 组织化经营难。 缺少
龙头企业、 营销组织和著名品牌， 合作社带
动作用不大， 竞争力不强。 河西灌区标准化
程度大约 80%， 中部（定西）55%左右， 陇南
不足 20%。 种植技术模式多， 标准化程度不
高， 社会化服务能力弱。 机械研发投入少，
部分环节机械化技术瓶颈尚未突破。
2.5 原有消费群体减少，新消费群体尚未形成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将马铃薯作为大宗蔬菜大量消费的工矿
企业、 学校食堂和城市农民工等群体减少，
而城市居民中尚未形成有效的消费群体， 且
符合他们消费需求的中高档马铃薯鲜薯和健
康加工产品也没有出现。 另外， 年轻化、 时
尚化的消费群体成为目前我国市场消费的中
坚力量， 薯片、 薯条和薯泥等西方休闲和快
餐加工产品稳健增长。

2.6 季节性淡旺季不明显， 地区间竞争加剧
由于塑料大棚、 简易大棚和地膜覆盖等

设施马铃薯种植地区的扩大和规模增加， 北
方一季作区露地早熟马铃薯种植面积增加，
导致原来的 4 月和 7 月等淡季不淡。 另外，
随着道路交通建设发展， 农村地区的运输条
件得到明显改善， 主产区马铃薯能够实现远
距离运输到市场， 地区间竞争加剧。
2.7 品种同质化严重，缺少旱作特色种植技术

当前种植品种虽然较多， 但主栽品种的
商品性较差， 缺乏旱作特色和多样化产品，
无法满足不同市场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温光
资源利用和水肥调控技术研发、 绿色旱作种
植技术集成和示范力度不够， 商品马铃薯质
量不高、 价格不高。
2.8 加工品种缺乏， 原料生产困难

现有加工品种在旱作区种植困难， 小农
户种植质量无法保证一致和稳定， 加工废水
废渣资源化利用成本高， 限制了优质加工原
料薯生产和加工业的发展。
3���发展建议
3.1 完善甘肃旱作特色马铃薯产业规划

围绕特色、 旱作、 绿色和优质， 稳定规
模， 合理全省马铃薯产业布局和种植区域布
局。 加强基础建设， 依靠科技创新， 加快马铃
薯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由初级
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 由副食消费向主食消
费转变。 以定西为核心区域， 打造全国一流的
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 专用薯生产基地、
鲜薯种植基地、 精深加工基地、 市场交易与价
格形成基地。 逐步构建标准化、 信息化和数字
化绿色旱作马铃薯产业， 促进全产业链提质
增效， 借助丝路通道走向国际舞台。
3.2 开展联合科研攻关， 培育专用型产品

支持甘肃省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组织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定西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和种薯企业等现有科研力量， 联合国家马铃
薯产业技术体系， 建立科研创新联合攻关团
队， 开展旱作马铃薯新品种选育、 旱作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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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技术研发， 达到最优品种、 获最适单产、
得最佳收入的目标。
3.3 加强种薯质量监管， 强化产业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在甘肃省农业
科学院建设省级马铃薯种质资源库， 广泛收
集保存马铃薯种质资源； 在定西等地的种薯
企业建设马铃薯脱毒种苗保存库， 确保脱毒
种苗质量安全。 二是加强种薯质量监管。 充
分发挥 1 个省级、 4 个市级、 28 个县级种薯
质量检测中心作用， 建立健全脱毒种薯基地
认定制度、 质量检测和追溯制度、 标签标识
管理制度， 强化市场监管， 提高种薯质量。
三是支持标准化种薯基地建设。 中部以安定
区、 渭源县、 会宁县为重点， 河西以山丹县、
民乐县为重点， 东部以庄浪县为重点分区域
建立种薯繁育基地， 积极开展国家马铃薯区
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认定， 强化重大项目整合
配套， 改善基地生产设施和条件， 提高基地
生产和防御灾害能力。 四是扶持种薯企业做
大做强。 对有核心竞争力、 管理规范的种薯
生产企业重点给予政策支持， 建立稳定的种
薯生产基地， 加快选育自主品种， 进一步拓
展南方种薯市场， 提高种薯企业竞争力［3�］。
3.4 转变营销方式， 延长鲜薯供应链

积极组织脱毒种薯生产企业、 加工企业、
销售协会和种植农户之间的对接， 实行订单
生产。 开展全产业链技术培训， 提升各环节
专业化水平。 完善物流环节。 培育骨干龙头
企业， 发展鲜薯分级清洗包装等产地初加工
和薯块去皮冷藏等半成品加工， 提升鲜薯商
品档次。 发掘甘肃特色马铃薯产品并标准化
生产， 促进城市居民消费。 研发马铃薯深加
工技术， 开发薯渣、 薯汁综合加工利用产品。
3.5 强化鲜薯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

一是优化区域布局。 以中部黄土丘陵沟
壑区为主， 建成高淀粉、 主食加工、 菜用型
马铃薯生产基地 40 万 hm2， 积极扶持创建
安定区、 会宁县两个“百万亩”马铃薯示范县
（区）； 以河西沿山冷凉灌区为主， 建成全粉
和薯片、 薯条加工专用型生产基地 6.67 万

hm2； 以天水、 陇南温暖湿润区为主， 建成
早熟菜用型生产基地 13.33 万 hm2。 二是积
极推进标准化生产。 努力构建马铃薯绿色生
产技术体系， 主推黑膜全覆盖垄侧栽培、
“半膜垄作 +膜上覆土 +膜下滴灌”栽培等主
导模式， 组装配套轮作倒茬、 土壤消毒、 高
抗品种、 脱毒种薯、 种薯处理、 配方施肥、
统防统治、 杀秧收获、 残膜回收、 全程机械
化等关键技术， 积极推动绿色、 标准化生
产［4�］。 开展马铃薯标准化种植基地认定， 制
定扶持奖励政策。
3.6 提高精深加工水平

一是重点支持定西市安定区、 张掖市民
乐县建设马铃薯高端精深加工产业园， 打造
全国马铃薯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二是加快马
铃薯休闲食品和功能产品的研发， 鼓励加工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提高加工产品竞争力，
延长产业链， 拓展销售市场。 三是帮助企业
谋划储备一批技改项目， 通过实施强链、 补
链、 延链工程， 加工企业兼并重组升级， 培
育壮大马铃薯加工产业链， 支持马铃薯加工
企业达产达标［5�］。 四是通过“内扶”“外引”
等方式， 发展壮大一批马铃薯精深加工及主
食化休闲食品生产龙头企业， 引导企业组建
省级马铃薯加工产业联盟， 提高产业组织化
程度。
3.7 加快创建马铃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以园区建设为根本， 以龙头企业带动为
方向， 形成集马铃薯“种薯研发—标准化种
植—精深加工—物流营销”于一体的产业化
链条， 发展绿色供应链， 增加马铃薯产值，
建立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 鼓励企
业、 合作社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 实现加工
集群化、 基地规模化、 三产融合化、 营销品
牌化的全产业链开发新格局， 积极支持安定
区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把马铃薯园
区建设成为县域经济的增长极， 拉动县域经
济快速发展， 实现富民强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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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灌区加工型马铃薯滴灌水肥一体化高效栽培技术。

关键词： 甘肃灌区； 加工型马铃薯； 干播湿出； 滴灌水肥一体化； 高效栽培；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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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人们对农产品
品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但实际生产中农户
为获得马铃薯高产而过量和不合理施肥的现
象非常普遍， 不但造成薯块品质下降， 还对
生态环境产生潜在的威胁。 而加工型马铃薯
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更高， 如还原糖含量低，
耐贮性要好。 同一品种薯块的品质与栽培技
术， 特别是水肥管理息息相关［1�-�6�］， 因此研
究提出加工型马铃薯科学合理的水肥高效管
理技术规程， 对于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沿黄灌区加工型马铃薯干
播湿出滴灌水肥一体化高效栽培技术的术

语、 定义、 产量指标、 水肥运筹技术和其他
田间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海拔 2�000�m 以下沿黄灌
区及相似生态类型区加工型马铃薯标准化栽
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
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18133-2012�马铃薯种薯
NY/T391-2013�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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