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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马铃薯种薯产业现状分析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席旭东 1　马明生 2

（1 甘肃省定西市种子管理站，定西 743000；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兰州 730070）

摘要：定西市土壤气候条件非常适合马铃薯生长，是全国重要的马铃薯种薯产区，种薯产业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但随着

全国马铃薯种植结构的调整、布局及市场等的变化，定西市马铃薯种薯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立足全

市种薯产业发展现状，针对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客观分析总结，提出了具体建议对策，旨在进一步规范种薯行业行为，助

推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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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定西市位于甘肃

中部，为典型的半干旱地区，海拔较高，气候凉爽，耕

地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含钾丰富，光照充足，雨热同

季，是马铃薯生长的最佳适宜区，也是全国三大马铃

薯集中产区之一 [2]。近年来，在马铃薯主食化战略

的推动和地方政府对马铃薯种薯产业的培育和支持

下，定西市已在马铃薯新品种培育、种薯脱毒、良种

扩繁、产量品质、外销规模、贮藏保鲜、加工转化以及

市场品牌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被农业

部认定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以

来，全市认真制定良种繁育及基地建设规划，以建成

全国重要的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为目标，立足区域

资源优势，抢抓政策机遇，积极构建完善种薯繁育体

系，努力促进马铃薯产业升级发展 [3-4]。但在种薯产

业蓬勃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繁育体系不完善，种薯质

量监管力度不够，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不足，品牌效

应不强等限制种薯产业持续发展的问题 [5]。本文对

定西市种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客观系统的分析，

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和对策，旨在

进一步规范种薯行业行为，显著提升对外竞争力，促

进马铃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助推精准脱贫。

1　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现状
1.1　繁育体系基本建成，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近年

来，全市紧盯打造“中国薯都”这一目标，不断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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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培育市场，优化布局，努力建设全国最大的优

质良种及脱毒种薯生产供应基地，初步建立了从组

培苗、原原种、原种到一二级种逐级扩繁的种薯繁

育体系。依托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甘肃农业

大学、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逐步建立了

“服务全区、面向全国”的优质脱毒种薯生产供应体

系 [6]。并形成了“企业（合作社）+ 基地 + 农户”的

生产经营模式，使全市种薯产业进入了良性循环。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马铃薯种薯生产企业（合作社）

28 家，脱毒苗年生产能力达 7 亿株，原原种生产能

力可达 10 亿粒以上，原种生产能力达 6.7 万 t，一级

种生产能力在 200 万 t 以上。2016 年全市生产马铃

薯脱毒原原种 10.41 亿粒，占全省 12 亿粒的 87%、

全国 19 亿粒的 55%，其中外销 5.5 亿粒，占总量

的 53%。一级种扩繁面积 6.7 万 hm2，生产一级种 
225 万 t。
1.2　国家级区域性种薯繁育基地初步建成，脱毒种

薯推广实现全覆盖　发展马铃薯产业的着力点是优

质、专用薯生产基地建设，而基地建设的“瓶颈”是

脱毒微型薯快繁到生产种薯供给阶段，化解“瓶颈”

问题必须建立功能强劲的脱毒种薯快繁技术体系及

其脱毒种薯基地 [7-8]。2016 年底定西市被农业部认

定为全国第一批区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为此，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部门积极谋划，初步起

草制定了《定西市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规划》

和《定西市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基地管理办法》，进

一步明确了种薯繁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任务，为打

造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提供了保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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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定西市完成马铃薯播种面积 20.3 万 hm2，其中建

立原种扩繁基地 0.4 万 hm2，一级种薯扩繁基地 6.7 
万 hm2，脱毒种薯推广实现了全覆盖。目前，全市每

年建设种薯繁育基地 10 万 hm2 左右，带动贫困户建

设 0.7 万 hm2，每 667m2 平均收入 7000 元以上。

1.3　新技术新品种应用率大幅提高，标准化生产水

平显著提升　在中央和省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充分发挥市、区两级农技部门和各类经营主体的引

导推动作用，大力推广各类先进实用的马铃薯栽培

技术 [9]，积极推广应用“黑色地膜 + 脱毒种薯 + 配

方施肥 + 统防统治 + 机械化耕作”的标准化种植技

术，深入开展机耕、机播、机收等机械化作业和膜下

滴灌、喷灌等节水技术应用示范，脱毒种薯标准化生

产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新品种推广应用方面，全

市按照“立足当地，面向全国”的原则以及“当家品

种重提质、接班品种重推广、试验品种重筛选”的思

路 [10]，继续加大抗旱高淀粉、高干物质含量及早中

熟品种的引进筛选推广力度，不断满足品种多元化

需求。每年引进近 100 个品种进行试验示范，筛选

出适宜大面积推广的陇薯 7 号、陇薯 10 号、青薯 9
号、冀张薯 8 号、冀张薯 12 号、天薯 11 号等优良品

种及主食化品种，良种应用率达到 95%。并根据不

同生态区气候特点，科学布局繁育品种。

1.4　监管体系初步建立，种薯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马铃薯种薯的检测和认证是提高种薯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的关键，在荷兰等马铃薯种薯生产水平较高

的国家，其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建立在其完善的种薯

检测和认证体系下 [11]。近年来，定西市马铃薯脱毒

种薯质量检测机构相继成立，其中定西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和安定区检测中心均通过了资质

认定，成为权威种薯质量检测机构。为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全市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经营行为，提高种

薯质量，2016 年定西市政府制定下发了规范性文件

《定西市马铃薯脱毒种薯质量管理办法》，对种薯生

产经营许可、基地管理、质量检测、档案管理等重点

环节作了进一步规范，初步建立了种薯质量追溯管

理制度，使种薯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1.5　贮藏设施逐步完善，贮藏能力显著提高　脱毒

微型种薯生产是全年工厂化生产，不受季节影响，而

原种扩繁及大田种植又受季节性限制。为了保证种

薯质量，调节商品薯市场需求的时空分布，稳定价

格，增加农民收入，定西市积极争取农业部农产品产

地初加工补助设施建设项目，大力开展储藏设施改

造建设工作，使马铃薯种薯储藏能力和水平得到大

幅改善和提高。通过项目带动，全市马铃薯仓储能

力逐步提高，标准化、科学化仓储手段不断完善，种

薯及鲜薯的安全贮藏水平逐年提高。截至 2017 年

10 月，全市共改造、新建各类贮藏窖（库）近 100 万

眼（座），贮藏能力达到 355 万 t，为马铃薯种薯贮藏

提供了基础保障。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品种结构单一，外销区域相对狭窄　尽管全市

种薯产业体系已初具规模，种薯引进选育工作也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主栽品种仍以高淀粉和优质菜用

薯为主，适合进行精深加工的优质加工专用薯品种

比较缺乏。同时，种薯生产的主推品种主要是适合

北方一作区种植的中晚熟类型，适应南方冬作区、西

南混作区、中原二作区的优质早熟和中早熟品种较

为缺乏，种薯市场仅以西北为主，影响了种薯的外销

区域。

2.2　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推广应用受到制约　由于

生产物资及人工费用等持续上涨，种薯生产成本连

年攀升，价格上升空间相对较小，种薯生产销售遇到

“天花板”和“地板”的双层挤压，加之当前政府在种

薯推广应用过程中的补贴资金和范围逐年缩小，种

薯推广应用受到极大制约。

2.3　种薯产业层次偏低，监管体系不够健全　当

前，定西市种薯生产企业较多，但规模经营程度低，

部分企业和合作社没有稳定的种薯扩繁基地，以出

售原原种为主，原种和一二级种的生产销售工作没

有突破性发展，覆盖全国各大目标市场的种薯繁育

和营销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监管和服务手段落后，

缺少严格的种薯生产准入制度，无序竞争、以次充好

的现象时有发生，种薯市场尚不规范，种薯质量监督

控制体系还不健全，种薯质量难以保证，极大削弱了

市场竞争力。

2.4　贮藏设施层次低，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　马铃

薯种薯尤其是一二级种薯的贮藏体系仍处于低层

次、低档次。部分企业和合作社资金投入不足，设计

不合理，建成的种薯储藏库标准低、质量差、容量小，

贮藏效果不佳，加之管理不当，造成来年种薯烂薯率

高、经济损失大、市场均衡供应失调，产能扩张和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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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能力建设不够协调。

2.5　种薯市场拓展不够，品牌营销工作滞后　尽管

全市种薯已在国内部分省份打开了市场，甚至有极

少一部分原原种已销售到国外，但总体来看，外销

和出口占比较小，市场拓展不够，竞争不强。成熟市

场规模小，布局零散，管理不规范，对外宣传没有形

成合力，中国驰名商标“定西马铃薯”、定西“中国薯

都”地域品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品牌营销整

体滞后。

2.6　区域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产业发展受到影响　

近年来，黑龙江、内蒙古、陕西、贵州、四川等地区，纷

纷将马铃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强力推进，形成了新

一轮竞相发展的势头。特别是与齐齐哈尔、乌兰察

布等一些主产区相比，无论是标准化和机械化生产，

还是现代技术装备、种植加工规模，定西都不具备明

显的优势。此外，内蒙古、宁夏等地马铃薯种薯基地

的大规模发展建设，也对定西马铃薯种薯市场的开

拓和外销造成不利影响。纵观全国，种薯种植区域

不断扩大，区域竞争压力明显上升，市场空间逐渐缩

小，全市种薯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3　建议与对策
3.1　加强组织引导，建立联合联动机制　政府部门

加强组织引导，配套出台政策措施，引导成立马铃薯

种薯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等机构和组织。大力扶持

培育农业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鼓励支持联盟及新型经营主体等机构寻求合作，抱

团攻坚，开展品种资源创新、先进技术集成、科研成

果转化等活动。联盟和协会等组织发挥好行业纽带

作用，统筹协调，抱团发展，强力推进。逐步建立政

府引导、部门监管、科企联合、产研结合、组团发展的

“产学研用”联合联动机制。

3.2　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繁育体系　政府部门

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结合国家级区域性马铃薯良种

繁育基地，做好规划，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良种扩繁体

系。从源头抓起，严格种薯基地认证管理，结合实际，

科学布局，合理轮作，按照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要

求，打造全国区域优势种薯基地。大力推广应用地

膜覆盖、垄作栽培、整薯播种、水肥一体、机播机收等

先进适用技术，真正做到良种良法结合、农艺农机配

套，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种薯生产现代化。

3.3　完善监管检测体系，加强监管力度　种薯质量

检测是全面推进和应用脱毒种薯、促进标准化生产

的关键 [12]，各级农业及种子管理部门要进一步监管

检测体系，立足本职，靠实责任，严格按照国家马铃

薯种薯质量标准及省市配套出台的马铃薯脱毒种薯

质量管理办法，对基地建设、标准化生产、销售流通

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监管。指导和督促种薯企业、

合作社建立健全生产经营档案，严格标签标识管理，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种薯质量追溯体系，确保种薯质

量不出问题。

3.4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贮藏体系建设　一方面要

积极争取建设项目，高度重视项目申报、审批、建设

工作。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层面筹措整合资金，加

大种薯储藏设施，特别是大规模、高标准、高规格、自

动化仓储设施的资金投入。立足资源优势，用足用

好资源资金，分区域、分层次、分类别建成一批适合

各级各类种薯储藏的现代化仓储设施，为打造全国

重要种薯生产仓储交易中心奠定基础。

3.5　加强种薯营销体系建设，努力拓展种薯市场　

一是政府要积极组织种薯企业和营销组织深入全国

各播种区种薯市场考察种薯需求，与需种方进行对

接，按照需求，引进培育优势品种，准确定位市场，

抢抓区域优势，努力提高区域竞争力。二是要充分

发挥新闻媒体、网络微信等宣传媒介，集中协会、联

盟、合作组织等力量，努力争创“定西马铃薯”大品

牌、大名牌。三是积极扶持培育和发展种薯企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和引导企业合作社开

展“三品一标”认证，不断提升种薯知名度和品牌效

应。立足区域优势，紧盯国际国内市场，抢抓机遇政

策，积极搭建网络、电商等平台，逐步建立健全种薯

营销体系，进一步拓宽渠道，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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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 测试将促进我国种业规范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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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我国农业植物品种管理制度和其中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要求，介绍了 DUS 测试以及我国的

DUS 测试机构，并讨论了 DUS 测试对我国种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品种管理；DUS 测试；种业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种业面临着重大的机遇

与挑战。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体现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绿色生产、新产业新业态的壮大及科技创新驱动

上。2017 年《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实施意见》中将“加快现代种业创新”作为 36
条实施意见的第 3 条阐述，突显其重要性 [1]。

植物品种特异性（可区别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测试（简称 DUS 测试）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品种审

定以及品种登记中的重要环节。DUS 测试先前主

要用于植物品种权保护的实质性审查过程。2013
年发布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将 DUS 测试

作为品种审定的条件之一。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加入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要求 [2]。2016 年修订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

法》对品种 DUS 测试做出了细化规定。2017 年发

布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规定具备特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是品种登记的条件之一。因此，

DUS 测试在我国种业发展中的作用越发重要。

1　我国品种管理制度和其中 DUS 要求
1.1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我国于 1997 年发布

基金项目： 农业部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111721301354052315）
通信作者： 唐浩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并于 1999 年 4 月 23 日

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为

UPOV 第 39 个成员国，执行的是 UPOV1978 年公约。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农业部制定了《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2013 年国

务院修订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5 年修订的

《种子法》体现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3]。

自 1997 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来，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是法规制度不断完善。2015 年修订的《种子法》

中增设植物新品种保护专章，提升了新品种保护法

律地位；先后发布了 10 批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

二是审查测试体系逐步健全。全国建成 1 个测试中

心、27 个测试分中心的 DUS 专业测试机构，拥有

专业测试人员 200 多名。三是社会对品种保护的

重视程度显著提高。宣传培训和维权执法力度逐渐

加大，品种权申请、授权数量迅速增加，截至 2016 年

底，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总量突破 1.8 万件，授权

总量突破 8000 件 [4]。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授予品种权的植

物新品种应当具备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
特异性是指一个植物品种有 1 个以上特征或者特性

明显区别于在递交申请以前的已知品种；一致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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