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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马铃薯是我国继水稻、小麦、玉米后第

四大粮食作物[1]。早在 2015 年国家就提出了马铃

薯主粮化战略，2016 年农业部下发了《农业部关于

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在如今的大环

境下，粮食安全问题早就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

之一[2]，“俄乌冲突”更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报告显示，马铃薯已

经成为世界上继水稻、小麦后的第三大粮食作物，

如图 1 所示，近几年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马铃薯产量

相对平稳，种植面积略有波动。如图 2 所示，我国

马铃薯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产量和种植面积近

几年略有增长，分别占 25%和 32%左右。具体研究

表明，西南一二季混作区是我国马铃薯主要种植基

地，主要包括四川、贵州、重庆、甘肃、云南等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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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首批列入品种登记目录的 29 种作物之一。自 2017 年实施品种登

记制度以来，共登记马铃薯品种 600 余个，2023 年共登记 110 个。以 2023 年度马铃薯品种登记情况作为突破口，从

省份登记数量、申请者性质、登记品种类型、选育技术、熟期构成等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了现阶段马铃薯登记出现的

问题与不足，并对未来马铃薯种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展望了未来马铃薯品种登记工作和育种工作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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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tato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od crops in our country and is also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29 crops included

in the variety registration catalog.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riety registration system in 2017, over 600 potato

varieties have been registered, with 110 varieties registered in 2023. This article uses the registration situation of potato

varieties in 2023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i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number of registrations by province,

the nature of the applicants, the types of registered varieties, breeding techniques, and maturity composition.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potato variety registration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otato seed industry. Additionally, it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potato variety registration and breed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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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图 2、图 3 同。

Note: Data sourced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 The same bleow as fig. 2 and fig. 3.

图 1 中国及世界马铃薯产量和种植面积

Fig. 1 Potato yield and planting area in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2016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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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马铃薯产量和种植面积世界占比

Fig. 2 The world proportion of China’s potato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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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是这些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增产增收不可替

代的作物[4]。马铃薯兼作粮食、蔬菜以及饲料[5]，在

助力我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全面升级转型、绿色

可持续发展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从国

际还是国内角度看，马铃薯都是重要的粮食作物。

种子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种业是农业发

展的芯片[6]，良种在农业科技贡献率中的比重稳定

在 45%以上[7]。马铃薯种业的健康发展关乎我国马

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关乎土壤瘠薄地区农民种

植马铃薯的收入稳定和提高[8]。如图 3 所示，2019

年我国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与世界最为接近，但近

几年差距逐渐被拉大。长期以来，与保障国家粮油

供应安全的主要农作物相比，包括马铃薯及其他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处于真空地带、品种管理法律

依据不足[9]，缺乏统一协调的专门管理程序和品种

标准样品，导致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品种多、乱、杂，

市场监管困难，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10]，造成种

业发展畸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特色马铃薯

产业的发展。

上述问题都是影响我国马铃薯种业发展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家未雨绸缪，在 2016 年对品种

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重新修订《种子法》，明确水

面积 Area产量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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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 5 种主要农作物实行品

种审定制度，除此之外部分非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

登记制度，将包括马铃薯在内的 29 种非主要农作

物列入了首批品种登记目录[11]。2017 年 5 月《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开

启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12]，同时国家马铃薯

种质资源试管苗库（克山）的正式挂牌也使马铃薯

品种标准样品逐渐正规化，使马铃薯种业向着更积

极的方向发展。

1 2023年马铃薯登记现状分析

自 2017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登记办法》以来，如图 4 所示，全国共登记马

铃薯品种 600 余个，其中 2017 年最少，登记品种

9 个；2018 年数量最多，登记品种 131 个，造成

2018 年爆发式增长可能的原因是 2017 年正式实

施登记办法后，大部分申请者所需申请材料不完

善等原因，登记延后造成数量大幅度增长，2018 年

之后登记数量明显降低，近两年登记数量有明显

增加。

1.1 各省份登记情况分析

截至 2024 年 1 月份，2023 全年登记马铃薯品

种 110 个，河北省登记品种 16 个，占比 14.55%，黑

龙江省登记 15 个，占比 13.64%，云南和甘肃省均登

记 14 个，占比 12.73%，内蒙古、山东、四川的登记数

量也相对较多（表 1）。整体来看，这些省份基本包

含全国的所有种植区，同样这些省份也是我国马铃

薯的主产省份。

表 1 2023 年各省份马铃薯登记情况

Table 1 Potato registration status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2023

省份

Province

河北

Hebei

山西

Shanxi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辽宁

Liaoning

吉林

Jilin

黑龙江

Heilongjiang

浙江

Zhejiang

安徽

Anhui

福建

Fujian

山东

Shandong

数量

Number

16

2

11

5

1

15

2

1

3

7

占比

Proportion/

%

14.55

1.82

10.00

4.55

0.91

13.64

1.82

0.91

2.73

6.36

省份

Province

湖北

Hubei

重庆

Chongqing

四川

Sichuan

云南

Yunnan

西藏

Xizang

陕西

Shaanxi

甘肃

Gansu

青海

Qinghai

宁夏

Ningxia

数量

Number

1

2

6

14

1

3

14

3

3

占比

Proportion/

%

0.91

1.82

5.45

12.73

0.91

2.73

12.73

2.73

2.73

1.2 申请者性质分析

根据 2023 年全国登记的 110 个马铃薯品种申

请者进行分析（以第一申请者为准），共 41 个科研

单位（包括大学、农业科研院所、各地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等）、20 个企业进行了登记。其中科研单位登

记数量占比 76%，企业登记数量占比 24%，无个人

身份申请登记（表 2）。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

物研究所登记数量最多，为 6 个，其次是河北北方

学院及河北农业大学，均为 5 个。

1.3 品种类型分析

各地登记的马铃薯用途主要包括鲜食、淀粉

图 3 2016—2022 年中国与世界马铃薯单产

Fig. 3 Per unit yield of potatoe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2016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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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下同。

Note: The data is sourced from the China Seed Industry Big Data

Platform. The same below.

图 4 2017－2023 马铃薯品种登记数量

Fig. 4 Number of potato variety registrations

from 2017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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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全粉加工、炸片炸条及特色利用。大多数马

铃薯品种具有多种品质特性，整体来看，以鲜食为

用途或包含鲜食用途的登记马铃薯品种共 91

个，数量最多，其次是淀粉加工和全粉加工用途

（表 3）。

1.4 选育技术分析

品种选育技术主要包括杂交、辐射、分子辅助

选择、转基因等。对于我国马铃薯品种选育来说，

依旧以传统杂交技术为主，如表 4 所示，我国在

2023 年登记的马铃薯品种中，87.27%通过杂交选

育，还包括自交与变异等方式。

庞 泽，等：2023年我国马铃薯品种登记分析及发展建议

表 2 2023 年登记马铃薯品种申请者性质

Table 2 Nature of applicants for registered potato

varieties in 2023

申请者性质

Nature of applicant

企业 Company

科研单位 Research institute

数量

Number

26

84

占比

Proportion/%

24

76

表 3 2023 年登记马铃薯品种类型

Table 3 Types of registered potato cultivars in 2023

品种类型

Cultivar type

淀粉

Starch

淀粉、全粉

Starch and granules

淀粉、全粉、炸片炸条

Starch, granules and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淀粉、炸片炸条

Starch and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全粉

Granules

全粉、炸片炸条

Granules and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特色类

Featured types

鲜食

Fresh food

鲜食、淀粉

Fresh food and starch

鲜食、淀粉、全粉

Fresh food, starch and granules

数量

Number

6

2

1

1

3

2

1

59

4

1

品种类型

Cultivar type

鲜食、淀粉、全粉、炸片炸条

Fresh food, starch, granules and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鲜食、淀粉、全粉、炸片炸条、特色类

Fresh food, starch, granules,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and

featured types

鲜食、淀粉、炸片炸条

Fresh food, starch and strips and featured types

鲜食、淀粉类型

Fresh food and starch

鲜食、全粉、特色类

Fresh food, granules and featured types

鲜食、全粉、炸片炸条

Fresh food, granules and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鲜食、全粉类

Fresh food and granules

鲜食、特色

Fresh food and featured types

鲜食、炸片炸条

Fresh food and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炸片炸条

Fried slices and strips

数量

Number

2

1

2

5

1

2

4

5

5

3

表 4 2023 年登记马铃薯品种选育技术

Table 4 Breeding techniques for registered potato

varieties in 2023

选育类型

Breeding type

杂交 Hybridization

自交 Selfing

变异 Variation

其他 Other

数量

Number

96

6

7

1

占比

Proportion/%

87.27

5.45

6.36

0.91

1.5 熟期构成分析

由表 5 可以看出，2023 年登记的马铃薯品种熟

期包括早熟、中早熟、中熟、中晚熟、晚熟，5 种熟期

中除品种中加 7 未登记熟期外，其余 109 个马铃薯

品种中，以中熟、中晚熟、晚熟的品种居多，早熟、中

早熟品种较少，早熟马铃薯品种最少，占比为

7.27%。

值得一提的是，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

院选育的鲜食马铃薯新品种克新 37，熟期仅为

66 d，具有产量高、抗性好、品质优等特点，有很高的

市场应用价值及推广潜力。

2 问题与不足

2.1 种质资源利用范围狭窄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热带地区[13]，自明朝万历

年间传入我国。与起源国相比，我国的马铃薯种质

··195



中 国 瓜 菜 第38卷中 国 瓜 菜 第38卷产业研究

资源相对匮乏，优秀育种亲本较少。在长期的品种

选育过程中，种质资源匮乏问题逐渐显现，优秀亲

本少导致育成的马铃薯品种同质化问题严重，高抗

病性、广适应性的品种较为缺乏[14]。并且，由于生产

方面的需要，产量要素为选种首要目标，弱化了其

他方面的要求，导致我国马铃薯的遗传多样性水平

逐渐降低，抗逆性和广适性下降。

2.2 优质品种较少

近几年虽然马铃薯登记数量较多，但优质品种

略显不足，突破性品种较少[8]。一方面与遗传资源

相对有限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技术水平有关。品

种改良需要高水平的科研技术和人才支持，经多年

的选育和繁育才能推出一个新的品种，假如在无有

效技术手段情况下缩短工作年限或开展其他非标

准选育工作，必定会造成品种质量不达标，难以获

得突破性品种。

2.3 登记信息混杂

从 2023 年登记的马铃薯信息来看，登记制度

及标准还有待完善。例如部分品种熟期未标明、品

种类型未明确等问题经常出现。虽然马铃薯是多

功能、多用途的作物，但是国家近些年始终强调专

用型马铃薯品种的选育工作，所以在登记信息上应

尽量明确品种类型及用途，以增强登记信息的精

准性。

2.4 新品种权保护意识淡薄

查询种业大数据平台可知，2023 年仅有 6 个登

记的马铃薯登记品种获得了新品种权保护，新品种

权保护意识十分缺乏。经过调查分析，造成这种情

况可能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1）品种选育者对新

品种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了解不足，导致

对新品种权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和保护措施不力。

（2）选育者对新品种的研发投入较大，但忽视了对

新品种权的保护，容易被他人抄袭或盗用，或者认

为自己的新品种不会被盗用或抄袭，从而忽视了对

新品种权的申请和保护。（3）选育者认为申请和维

护新品种权的成本较高，不愿意投入资金和精力进

行保护。（4）部分育种团队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无

法有效申请和维护新品种权。

2.5 推广困难

现阶段马铃薯新品种推广较为困难，一方面我

国马铃薯发展初期是从国外引种开始[15]，后来的加

工产业发展，也是从国外引进的成熟的产业链，“一

品一链”的产业模式导致国内新培育的优良品种很

难利用。另一方面与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相比，

国家对马铃薯的扶持程度稍显逊色，并且对马铃薯

品种保护的力度还不足，这些原因可能限制了马铃

薯的种植或推广。还有可能是某些优良品种需要

特殊的种植技术或管理方法、市场需求不足或市场

竞争激烈、缺乏有效的推广宣传等因素，导致种植

该品种的种植户较少。

3 发展建议

3.1 充分利用种质资源

建立完善的马铃薯种质资源库，对各类马铃薯

种质资源进行收集、鉴定和保存，确保资源的多样

性和完整性。对收集到的马铃薯种质资源进行遗

传资源评价，包括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等方面的

评价，了解资源的特性和优劣，为后续的利用提供

依据。促进不同机构和国家之间的种质资源共享

和合作，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提高品种改良的效率

和水平。

3.2 多种技术联合育种

从申请材料来看，国内马铃薯育种以传统的杂

交选育为主，育种效率低，难以持续推出新品种，品

种更新换代慢。因此，需要结合标记辅助选择技

术、基因编辑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对马铃薯种质

资源进行深入研究，挖掘潜在的优良基因和性状，

加快品种改良的进程。

3.3 专用型品种的选育

专用型品种的选育工作需要以市场需求作为

导向，紧紧围绕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行

育种。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和种植条件进行

表 5 2023 年登记马铃薯熟期构成

Table 5 Composition of potato ripening period

registered in 2023

熟期构成

Maturity type

早熟

Early maturity

中早熟

Mid early maturity

中熟

Medium mature

中晚熟

Mid late maturing

晚熟

Late maturing

未标明

Not specified

数量

Number

8

17

29

25

30

1

占比

Proportion/

%

7.27

15.46

26.36

22.73

27.27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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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育种，增强品种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增加产量；

注重提高马铃薯品质需求的某一方面，例如口感、

营养价值和加工品质等，满足市场需求，以提高产

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总的来说，马铃薯专用型

品种选育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种植条件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增强品种的适应性、抗病性，改善品

质，从而增加产量、降低风险。

3.4 改进马铃薯加工产业

种业发展与加工产业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关系。现阶段马铃薯加工产业链技术固

化、品种单一、设备老旧等情况已经影响到了加工

业的健康发展。以优质马铃薯品种资源为核心，

推动加工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是改善加工

产业的第一步。二者的健康发展可以共同推动农

业产业链的提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

3.5 加强品种宣传推广工作

政府应加强优良马铃薯品种的推广工作。首

先，应以政府为中心建立宣传平台，举办马铃薯品

种推介会，制作宣传册、海报、宣传视频等多种形式

的宣传资料。其次，设置新品种示范田，以展示新

品种的种植效果、产量表现等。再次，建立马铃薯

品种推广的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用于发布新

品种信息、种植技术和成功案例。通过多方式、多

维度提高品种的曝光度和影响力，不仅可以更好地

利用品种，还可以增加种植户的收益。

4 展 望

就国内马铃薯品种登记而言，我国马铃薯种质

资源创新和品种选育水平尚需提升，需要进一步加

大种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提高育种技术水

平。同时，完善品种登记制度、加强品种监管和服

务工作，积极推广示范新品种，促进科技成果的快

速转化，这些都是当前急需加强的方面。

展望未来，我国马铃薯品种登记工作将面临着

更多挑战和机遇。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农业现

代化的推进，相信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的创新和品

种选育水平将会逐步提升。未来马铃薯科研工作

者需要更加注重加大种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

引入先进的育种技术，促进马铃薯品种的不断优化

和创新。同时，完善品种登记制度、加强品种监管

和服务工作也将成为未来的重点任务。通过建立

健全品种登记制度和加强品种监管，可以确保品种

的质量和安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积极推

广示范品种，并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将有助

于推动马铃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种植者的收益

和农产品的品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

过不懈努力和合作，相信我国马铃薯行业的发展将

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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