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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甘薯生产现状与发展方向探讨
毛思帅　李仁崑　周继华　王俊英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100029）

摘要：甘薯耐旱、耐贫瘠，其薯块的营养保健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北京发展甘薯产业，符合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市民

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从种植规模、主导品种与技术、机械化水平、种苗繁育、产后增值等 5 个方面介绍了北京市 2017 年甘薯

的生产情况，剖析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产业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并对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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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耐旱耐瘠薄，节约水资源，可在山区种植。

同时，种植甘薯能减少地表裸露，减少地表水分无效

蒸发；甘薯起垄拦截和减缓流水有利于雨水在土壤

中的渗入和保存，保护生态环境 [1-2]。甘薯的薯块除

富含淀粉、可溶性糖和矿物质外，还含有胡萝卜素、

维生素 C、叶酸、脱氢表雄酮和糖蛋白等生理活性物

质 [3-4]。其中，脱氢表雄酮具有良好的抗癌功效，糖

蛋白有降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而胡萝卜素和维生

素 C 等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预防衰老，具有良

好的营养保健功能 [5-6]。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

们营养保健意识的增强，甘薯已成为都市人生活中

调节口味、丰富菜篮子的保健食品，在膳食结构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对新发地、大洋路、岳

各庄和大钟寺等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调查统计表明，

2009-2013 年北京的甘薯需求量从 92 万 t 增加到

了 102 万 t[7]，呈现出上涨趋势，首都市民越来越希

望购买到新鲜、味美、营养齐全的优质食用甘薯。发

展甘薯产业，符合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市民的需求。

以 2017 年北京市甘薯的生产情况为例，深入了解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为产业研究提供切入点，

探讨其发展方向，着力推进甘薯产业可持续发展。

1　生产基本情况
1.1　种植规模　“十二五”期间，受平原造林工程

等的影响，甘薯种植面积下降较严重，较 2010 年

减少 2000hm2，减幅达 42% ；但甘薯平均单产提升

436kg/667m2，增幅达 26%。2017 年北京甘薯种植

面积 1087hm2 左右，其中密云和大兴种植面积为

700hm2，占全市甘薯种植面积的 64.4%。

1.2　主导品种与技术　甘薯主栽品种以鲜食为主，

主推品种为龙薯 9 号、烟薯 25、普薯 32，3 个品种种

植面积占北京地区甘薯总栽培面积的 70% 左右。

针对电商种植基地，推荐种植普薯 32 和心香 2 个品

种，其薯块大小适宜、香甜糯可口。

主推的高产高效技术有：电热温室节能高效育

苗技术，应用率 51.2% ；趁墒抗旱起垄技术，应用率

21.6% ；船底型移栽技术，应用率 43.1% ；合理密植技

术，应用率 59.3%，配方施肥技术，应用率 52.1%。

1.3　机械化水平　当前，甘薯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

较低，每 667m2 用工量 7~12 个。甘薯种植初步研发出

起垄移栽机；筛选出杀秧、收获等关键环节的农机具，

其应用比例分别为 31%、53%，但作业质量和效率还

有待提高。近 2 年，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技术在甘薯种

植试验示范中有所应用，能够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并

提升作业质量，但目前尚未得到大范围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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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种苗繁育　全市甘薯育苗能力和水平稳步提

升。2017 年北京市共有甘薯育苗合作社（农户）7 个，

育苗面积 1.6 万 m2；全年繁育优质种苗 4018 万株，

自给率 58.1%，自用种苗 3600 万株，外销种苗 418
万株。2017 年北京市甘薯脱毒种苗应用 3400 万株，

脱毒种苗应用率从 2016 年的 12.0% 提高到 2017
年的 37.2%。在密云区高岭镇石匣村新建甘薯育苗

专业村 1 个，年繁育种苗 480 万株，实现了脱毒种苗

自给，保证了种苗质量。

1.5　产后增值

1.5.1　互联网 + 新型销售模式　培育密农人家、净

鲜园等农产品企业，并引导其加大品牌建设，以优质

产品为卖点，发展互联网 + 新型销售模式，如采用电

商、微商等营销方法；初步构建了“客户需求引领－

企业精准销售－农户订单生产－技术全程服务－活

动推介宣传”服务链条；形成一个闭环，互为促进；

销售价格提高 1 倍以上，带动农户增收 30% 以上。

1.5.2　休闲采摘　为与产后建立紧密的衔接，密农

人家在淘宝、天猫、京东、有赞等第三方网络平台推

出“薯地认领”的销售方式，提前将甘薯进行预售，

以 30m2/ 块为单位供客户认领属于自己的薯地，自

己命名，2017 年认领 330 余块薯地，认领收入约 13
万元，成功提前实现了产量的定向销售及新品营销

推广。在甘薯的各个生长时期，会员可随时带着家

人参与除草、摘食甘薯叶，给孩子做甘薯茎项链，刨

甘薯等农事体验活动，尽情享受农耕的乐趣，过把

“地主”瘾。薯地认领和农耕体验项目不仅使会员

认可度和土地附加值得到提高，而且有效地促进了

本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1.5.3　助力扶贫　在低收入村密云区新城子镇塔沟

村，以做强甘薯产业为目标，实施整村推进的工作方

法，通过示范脱毒甘薯优质抗逆栽培技术、甘薯贮藏

加工增值技术，探索新型订单销售模式，延长产业链

条，增加附加值，做优做强低收入村的甘薯产业；并

依托当地的兴塔红薯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周边其

他村发展。2017 年全村种植甘薯面积 8hm2，单产

2200kg/667m2，新建甘薯高标准储藏窖 1 个，对村里

生产的优质甘薯进行贮藏，延长销售周期 3 个月以

上，实现了春节错峰销售，优质优价。

2　产业支撑
2013 年北京市成立了粮经作物创新团队，2014

年加入了甘薯作物，为甘薯提供产业支撑。团队内

设有育种、栽培、植保、农机等领域的专家，围绕甘薯

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全产业链条，目前初步形成了以

脱毒快繁为核心的甘薯优质抗逆高效技术体系。

产前：围绕新品种选育和脱毒种苗繁育，选育

出 3 个适于机械化收获的品种，筛选出适宜京郊种

植的 4 个优质品种，建立起了脱毒组培苗、原原种

苗、良种种苗的三级种苗繁育体系。产中：围绕健康

轻简栽培技术，明确了甘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灌水

施肥制度，形成了植保绿色防控，筛选出机械起垄、

杀秧、收获机具。产后：围绕贮藏加工与销售，明确

了主栽品种的贮藏指标，延长了甘薯的耐贮时间；开

发电子商务营销平台，探索应用新型销售模式，提升

产品附加值。

团队每年示范带动农户应用各类新品种、新技

术 667hm2 以上，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以上阐

述的产前种苗繁育、产后新型销售模式效果明显，近

2 年向津冀地区辐射。

3　主要问题
3.1　脱毒苗生产成本较高　脱毒苗成本高，推广阻

力大，主要体现在：（1）脱毒环节需室内进行，对配

套无菌条件、设备、操作人员要求较高；（2）病毒检

测成本高；（3）脱毒苗生产主体大多不从事种薯种

苗繁育，没有回补成本的途径；（4）对于种苗繁育户

而言，为降低生产成本，大多采用没有病毒表征的生

产种薯，不愿增加成本繁育原原种薯。

3.2　土壤连作障碍问题突出　甘薯专业村镇及多

数农户大多采用连年连续种植同一类型作物，甚至

同一品种，连作障碍严重。重茬种植后土壤微生物

总数减少，细菌和放线菌的数量降低，而真菌数量增

加，土壤由高肥的“细菌型”向低肥的“真菌型”转

化；重茬种植加重甘薯病虫害的发生，造成甘薯减 
产 [8]。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

有机质和土壤养分转化、循环的主要动力，是土壤肥

力水平的活性指标，其种群结构失衡是导致土壤质

量下降、作物减产的主要原因 [9]。甘薯重茬种植后

急需解决甘薯连作倒茬和重茬种植土壤如何调理的

问题。

3.3　病虫害防治水平有待提升　一是缺乏理想的

绿色防控技术。甘薯生产上缺少根腐病的绿色防控

技术，常规杀菌剂防效不理想，从土壤消毒的角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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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甘薯根腐病问题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存在施

药技术要求高、成本高的问题，在生产上推广比较困

难。二是缺乏有效的快速检测技术。种苗组培快繁

技术得到应用，但大部分种苗没有经过病毒检测，种

苗的病毒脱毒率未知；病毒检测的方法中，常规检测

技术周期较长，分子检测技术较为准确，但成本较

高；急需快速有效的病毒检测技术。

3.4　部分作业环节农机尚不给力　甘薯起垄移栽

仍处于试验阶段，机械收获作业质量和效率不高、覆

盖率有待提升。移栽过程中斜插或船底形栽插角度

比较困难，尤其在覆膜条件下，因此，现阶段移栽仍

然主要靠人工，急需研发高效起垄移栽机；收获时由

于大部分甘薯薯皮较薄，收获机筛部分与传动行进

部分配合欠妥，导致甘薯破皮率稍高。

3.5　贮藏存在损失风险　甘薯主产区配套贮藏设备

与技术缺乏，京郊甘薯主要以窖藏为主，但甘薯收获

季节无特定指标，同时也缺乏窖藏标准规程的指导，

如遇突发的季节变更或环境条件的变化，损失巨大。

有一部分甘薯收获后直接进行产后加工，但多属于

初级产品技术，更无加工废料及废水净化处理技术

措施，成品主要为淀粉、薯干和粉条等产品，附加值

较低。加工群体零散，未形成龙头企业、优势产品、自

主品牌，销售流通环节不畅，尚未形成产业优势。

4　发展方向
围绕绿色、生态、安全的总体要求，北京应“贯

彻一个理念，着眼两个需求，突出三个领域”，推动甘

薯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和企业增收致富。

4.1　一个理念　强化创新发展理念，通过创新推动

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在品种选育与脱毒、

节水节肥节药省工新技术、贮藏加工销售模式等方

面取得新突破。

4.2　两个需求　一是满足北京市民生活需求，突出

“鲜”字，注重安全优质，发展鲜食和叶用，丰富首都

菜篮子；二是打造“种业之都”需求，发展脱毒健康

种苗产业，力争辐射津冀地区。

4.3　三个领域　围绕全产业链条的产前、产中、产后

三个领域。一是产前优新品种选育与种苗育推。品

种上，选育和筛选食用型和叶用型品种，除注重优质、

特色外，也要注重适宜机械采收；除研究提高甘薯脱

毒率外，还应建立相配套的脱毒种薯及种苗繁育基

地，实现标准化育苗，这样不仅能够生产出纯度高、质

量好的种苗，而且可以有效防止一家一户种植模式引

起的品种间混杂和病害交叉感染蔓延，增加产量，提

高品质 [10-11]。二是产中轻简高效栽培技术、质量安全

防控技术、提升产品商品率。起垄移栽、收获是甘薯

生产的关键环节，应重点研发甘薯起垄移栽、收获机

具，替代人工移栽、采收；筛选全程生物防治药剂，突

出质量安全；探索效益最佳的适度规模标准化生产，

提高商品率，作为甘薯生产作业单元可复制推广。三

是产后贮藏提质与销售技术以及秸秆废弃物处理与

利用。必须抓好收获、运输、贮藏过程中的每一个环

节，才能保证甘薯安全贮藏 [12-13]，从这 3 个环节入手，

探索延长贮藏时间；探索应用新型销售模式，发展电

商平台，结合当地民俗旅游，拓展高端消费人群，提高

产品附加值；收集甘薯秸秆，利用发酵设备转化为秸

秆有机肥料，再用于甘薯种植，做到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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