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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年前，马铃薯被带到昭觉种植，由于昭觉立体气候特征
明显，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土层疏松，透气
性好，各种有机质含量丰富，十分适合马铃薯生长。昭觉马铃薯
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其中的淀粉、维生素C和钙元素的含量较
高。可煮、蒸、烧、炒、炸、烤，即可当粮食，又可作蔬菜。昭
觉马铃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 等维生素及大量的优质纤维
素、还含有微量元素、氨基酸、蛋白质、优质淀粉等营养元素，
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

一、凉山州昭觉县马铃薯种植资源现状
（一）生长环境
昭觉位于四川省凉山州中部偏东，以山原为主。土壤类型主

要为黄棕壤和棕壤，土壤结构好，土层深厚且疏松，透气性好，
土壤微酸，养分含量较高，碱解氮和速效钾含量丰富。境内最高
海拔 3873m，最低海拔 520m，相对高差 3353m，立体气候特征明
显，光热水资源丰富，雨热同季，农业气候条件比较优越。本地
区全年的气候比较温和，夏季温度不高、冬季温度适中，全年的
光照和雨水比较充足，加之昼夜温差较大，满足马铃薯的种植和
生长所需。

（二）产品品种
昭觉马铃薯品种以本地品种勒索、米拉和新品种青薯 9 号

为主，形状以椭圆形为主，薯块芽眼中等，表皮较光滑，红皮黄
肉、黄皮黄肉，适宜加工或鲜食菜用。县内建有原种生产基地
0.2 万亩、一级种薯生产基地 1.05 万亩，马铃薯新品种“青薯 9
号”2017 年在昭觉开始推广种植，到 2019 年全县推广种植面积
达 12 万亩。

二、凉山州昭觉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种植方式
昭觉马铃薯在轮作是采取二茬轮作方式，前茬最好是荞

麦、豆类、玉米等，不适宜茄科作物。在前茬作业收获之后对
田园进行彻底清洁和整地工作，在入冬之前进行深翻并施加
1500 ～ 2500kg/亩左右的农家肥。在深翻时控制深度为 25cm。

（二）产品效益
昭觉马铃薯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 等维生素及大量的

优质纤维素、还含有微量元素、氨基酸、蛋白质等营养元素，是
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2009 年，昭觉获批全国绿色食品马铃
薯标准化生产基地，同年获得四川省优势特色效益农业马铃薯基
地称号。2020 年马铃薯种植面积 29.5 万亩，总产量 45.78 万吨；
青薯 9 号完成 12.1 万亩的种植，占全县种植面积的 41%。开展
19 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续建工作。
2020 年 12 月底，马铃薯外销 21 万吨以上，仅此一项可实现销售
总收入 2.73 亿元以上，本县的农业人口有 27.22 万人，通过马铃
薯的种植则可以使全县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万元。

三、制约凉山州昭觉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因素
（一）基础设施因素
农业生产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基础，尽管目前凉山州昭觉县地

区加快了马铃薯种植与产业发展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但是由
于此地区存在较多的山区，农田比较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园
区，表现出水利和交通等各类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的问题。尤其表
现出只有在公司和科研单位中存在贮藏窖和贮藏库等现象，增加
了贮藏损失。

（二）政策因素
自 2015 年国家取消了马铃薯原种生产补贴项目之后，造成

了脱毒种薯繁育体系环节的断裂，也由于经费问题而造成相应检
测合格证发放制度难以有效落实，难以有效监控种薯质量，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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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凉山州昭觉地区种植马铃薯的资源和发展现状，总结在本地区推进马铃薯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推进本地区马铃薯产业化

发展的优化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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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的脱毒种薯生产和推广以及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三）产业链条因素
本地区的马铃薯生产和加工的专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

偏低，产销衔接不紧密，造成了种植效益较低的现状。加之相应
的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以及缺乏深加工项目，农村地区也难以掌
握市场导向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影响农村市场化程度。

（四）抵御风险能力因素
目前本地区种植马铃薯时仍然采取粗放式的栽培管理方式，

不同地区的栽培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在种植过程中容易出现缺苗
以及疫病等问题，增加了栽培种植风险。加之农户难以准确把握
市场行情，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系不密切等，容易造成商品薯滞
销，以及影响企业生产加工等问题。

四、凉山州昭觉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优化对策
（一）推广规模化种植
本地区普遍存在土地利用率较低的现状，为了实现马铃薯的

规模化种植，不仅要积极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逐渐培养
起种植大户以及农民合作社等，培养更多的龙头企业。而且还要
加强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相互之间的合作，构建现代马铃薯产业园
区。同时要发挥政府的优势区域引导作用，推进马铃薯的规模化
生产。

（二）推进种薯良种化
基于本地区的马铃薯种植和发展环境与条件，在推进种薯

良种化的过程中，要重点研发适合主食加工以及适合秋冬作的品
种，推进脱毒种薯的更新换代与发展。在生产种薯阶段，要鼓励
企业通过基地的方式推进种薯市场化，提升良种覆盖率。此外还
要从政府角度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和补贴，构建良种育、繁、推
一体化发展，构建生产质量监控体系，加大对脱毒种薯的监管力
度。

（三）推进生产标准化和经营产业化
基于上述马铃薯脱毒良种，在采取科学栽培和种植管理策

略的基础上，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推广机械化种植技术，积极
推进标准化生产面积的逐步扩大，构建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还
要逐步向全国拓展市场，加强信息服务，合理引导农户的重视与
储运。并且构建马铃薯交易市场，构建多层次与多形式的市场体
系，扶持营销大户和经纪人，支持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积
极应用互联网构建新的产销衔接模式。

此外还要打造凉山州昭觉县马铃薯绿色食品品牌，推进马铃
薯主食化，通过宣传交流平台的构建、参观考察以及产品推介等
形式和渠道，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

五、结束语
凉山州昭觉地区种植马铃薯有着悠久的历史，本地区的环境

和气候、土壤等条件适合马铃薯的种植和生长，在近年来的发展
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基础设施、政策、产业链条等
因素制约着本地区的马铃薯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为此就需要通
过规模化种植、种薯两种胡以及生产标准化和经营产业化等方式
来推动本地区马铃薯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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