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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臻

作为为数不多在
全国火起来的青海农
作物，“青薯 9 号”成
了马铃薯提高产量和
效益的保证。从青海
大面积推广到全国14
个省区的覆盖，再到
秘鲁、伊朗等国家的
关注，这个高品质的
马铃薯品种为更多老
百姓带去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

记者在采访中能
够真切感受到农民对

“青薯 9 号”的肯定，
对种植“青薯9号”所
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十
分感激，曾任宁夏回
族自治区西吉县马铃
薯服务产业中心主任
的胡志魁说：“当年从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
买回来的15吨‘青薯
9号’薯种，成就了如
今西吉县马铃薯产业
的繁荣。”

不 仅 食 用 品 质
好，加工品质也好，除
了鲜食，还可以用来
做淀粉、全粉，加工薯
片、薯条等。从高原走向全国，

“青薯9号”兼具的各种特性和广
适、高产，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高品质马铃薯的诞生，占据
了“地利”“人和”的优势。“青薯9
号”成功繁育的背后，是青海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也是科学家不
懈的钻研和政府的大力推进的结
果。

“在农业领域，培育的品种好
不好，专家说了不算，农民说了
算。”秉承着为农民服务的原则，
已经从事马铃薯育种研究工作近
30年的王舰仍未停下脚步，他和
他的团队每年有一半时间在田间
地头攻关育种难题，只为将低成
本的优良薯种送到农民手中。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全
国的技术推广到走出国门的技术
合作交流，这些科学家用汗水浇
灌着青海马铃薯产业的茁壮成
长，也为探索属于中国的育薯路
贡献力量。

如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王舰和他的团队参与到打造青海
为中国马铃薯种薯的“北繁硅谷”
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工程中，研发
新的马铃薯高效育种技术，推动
马铃薯育种从传统育种向现代育
种转变。

王舰说：“育种没有尽头，没
有最高只有更高，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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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来物种，马铃薯在我国种质资源有限、

遗传基础狭窄。“‘青薯 9 号’就是我们与秘鲁利马

的国际马铃薯中心合作，选育的新品种。”王舰说。

为了中国马铃薯育种发展的不断升级，青海

也开始寻求国际合作，通过更多资源引进，培育更

优质的马铃薯品种。也正是在往来的业务交流

中，“青薯 9 号”和青海高原马铃薯育种以及种薯

繁育技术开始走出国门，受到关注。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10 日，秘鲁 7 名农户来到

青海学习小型农户种薯繁育技术，青海农林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举办了秘鲁小型农户马铃薯生

产与加工培训班。除了

青海高原马铃薯育

种及生产相关

理论知识，还通过现场讲解、实操、参观青海马铃

薯种植方面的小型机械，显著提升了农户种薯及

加工方面的能力。这其中，秘鲁农户对青海马铃

薯粉条加工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引进这一技术，为

当地农户提供更多发展途径。

好的资源引进来，再把好的品种和技术推出

去，通过国际合作，让“青薯 9 号”等优质薯种成为

惠及世界的马铃薯。

“我们在一些安第斯地区国家进行马铃

薯业务交流时发现，虽然种质资源丰富，但他们的马

铃薯单产非常低，优质种薯应用范围小，并不能为当

地群众带去可观收入。”王舰说，2023年11月底，在玻

利维亚农林创新研究院开展学术交流时，国外科学家

对“青薯9号”产生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在育种和种

薯生产技术方面进行合作。

目前，王舰和研究团队正在策划成立安第斯

山区国家小型农户马铃薯种薯生产和加工培训中

心，通过技术培训和交流，提高当地种薯覆盖率和

马铃薯加工率，达到提高产量和增加效益。

不断加强与国际沟通交流、人才培养，青海马

铃薯科研育种基地先后与国际马铃薯中心、智利国

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及澳大利

亚科学与工业研究所建立合作及互访关系。

“今年，还有可能去伊朗阿尔达比勒省教种呢，

除了‘青薯 9 号’，还带着咱们青海别的品种，去选

育适合那片土地的马铃薯，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中国技术。”王舰说。

从昔日“救命粮”，到今日致富薯，“青薯 9 号”

在一个又一个致富的故事里，逐渐完成“从青海的

‘青薯 9号’到中国的‘青薯 9号’”的升级进阶，而青

海也将继续在育良种、新良技的路上，持续推动马

铃薯产业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青海力量。

——“青薯9号”不断升级惠及世界

走出国门

青海高原马铃薯育种已有 50 多年历史，作为

青海最具特色的优势农作物，马铃薯在农业生产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海拔高、日照长、气

候冷凉和传毒介体少等独特气候和地理条件，让

青海成为“中国马铃薯生产的天然家园”。这里生

产的种薯以病害少、增产潜力大享誉全国，是我国

主要的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之一。

“青薯 9 号”的成功繁育是青海乃至全国马铃

薯育种重大突破。

“这个品种抗病、抗旱，而且高产，相比以前亩

产翻两倍，品质好，淀粉含量高。”2023 年是海东市

乐都区峰堆乡上一村致富带头人郭占福种植“青

薯 9 号”的第九个年头，凭借“青薯 9 号”的高质高

产，他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郭

恒这样解释“青薯 9 号”的种植优势，一个农作物

新品种的出现，往往是较上一个品种在某一两个

方面更具有优势。但“青薯 9 号”基本综合马铃薯

品种所需全部有利条件，除了抗晚疫病、抗旱、高

产，它所具有的种植广适性更是突破了马铃薯种

植区域，无论是干旱西北地区，还是多雨西南地

区，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都能种植。

研究发现，“青薯 9 号”为光周期钝感型品种，

其生长不会受到不同地区不同日照时长的影响，

而且光合效率高又能在后期更好地把地上植株的

营养转移到地下薯块里，加之肥料利用效率高，就

形成了高产、广适的特性。同时，抗晚疫病也是西

南马铃薯晚疫病多发地区选择“青薯 9 号”最重要

的原因之一。

“我国薯条加工的最大企业雪川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经过中试，认为‘青薯 9 号’是冷冻薯

条测试中符合法式冷冻薯条加工的国产品种之

一，产品质量符合钻石标准，达到 A 级品水平。由

于‘青薯 9 号’中干物质含量高、还原糖含量低、风

味独特是做薯条优质原料。”郭恒介绍，除了鲜薯，

高淀粉量也是全粉和淀粉加工的好原料。

不愁卖，不仅是产量，对于农民来说，最终的

收益才是品种选择的结果。

2023 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布了 2022
年度全国主要粮油和重要特色作物推广面积前 10
大品种，“青薯 9 号”以 604 万亩（40.27 万公顷）的

推广面积获马铃薯全国推广面积第一。

数 据 简 单 ，却 更 能 直 观 感 受 农 民 对“ 青 薯 9
号”的青睐。这背后，是许多乡村凭借“青薯 9 号”

走上振兴的美好现实。

2017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青薯9号”实现

亩产近5000公斤，让当地群众找到了适合发展的产

业，在凉山的脱贫攻坚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引进一个品种，提高一倍产量，增加一倍收

入。”2010 年，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马铃薯

服务产业中心主任的胡志魁，看着试种的“青薯 9
号”大丰收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当年的亩产量

达到近 4000 公斤 ，实现了产量和效益的两个翻

番，“青薯 9 号”迅速在西吉县火了起来。如今，它

依旧在西吉县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老百姓用不用是检验农业科研成果硬不硬

的惟一标准。”王舰说。

从我国马铃薯种植北方一作区、西南混作区、

中原二作区，到南方冬作区，各个区域都在种植

“青薯 9 号”，据保守统计，自育成并推广以来，全

国主要种植马铃薯的 8 个省区，“青薯 9 号”累计推

广 6183.5 万亩（412.2 万公顷），实现产值 1722.31
亿元，农民增收 241.23亿元。

不难看出，“青薯 9 号”为群众带来了更多发

展希望，也为中国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产

业发展助入不竭动力。

——“青薯9号”推广面积全国第一

走向全国

对于生活在高原的青海人来说，马铃薯跟青

稞一样，曾是“救命粮”。在漫长的种植历史中，青

海马铃薯孕育出了许多适合这片土地的品种，在

不断繁育中升级换代，“青薯 9 号”的出现，更让人

们真切感受到种薯优势带来的市场价值。

2024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藏族乡

种植户迎来好消息：乡上将在查甫一村建设 500
亩（33.3 公顷）的种薯繁育基地，用来繁育“青薯 9
号”种薯，实现查甫乡薯种自给自足。

这对于全乡种植“青薯 9 号”的查甫乡来说，

能够降低种植成本，增加收入，提高质量。查甫乡

党 委 书 记 沈 圆 平 说 ：“ 从 2016 年 小 规 模 种 植 到

2020 年整乡推进，‘青薯 9 号’在查甫乡的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平均亩

产 3000 公斤以上的高产量，让群众信心满满。目

前，查甫乡马铃薯种植人均收益 6000 元以上，近

两年由于马铃薯收购价上涨，不少种植大户成了

‘百万富翁’。”

马铃薯种植收成好不好，七分靠种子，三分靠

种植和管理，种薯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收成的

好坏。

从 2006 年面世，“青薯 9 号”已在高原扎根 18
年，却依旧保持高产、抗病、抗旱等稳定性状，这是

越来越多马铃薯种植户选择它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是它成为中国第一马铃薯品种的基础。

“青薯9号”为什么能在一代又一代的种植中不

退化？王舰给出了答案：“繁育过程和质量控制过程，

决定了它的稳定种植。这其中‘脱毒’是第一步。”

马铃薯作为无性繁殖作物，是通过切好的块

茎繁殖，为减轻病毒导致产量下降、品种退化的危

害，脱毒种薯的运用至关重要。

青海是我国做脱毒马铃薯最早的省份。为保

证种薯质量，降低种植成本，青海创立省县乡村四

级种薯繁育体系，相较于外省只能做到三级，凭借

着高海拔、低气温、土壤洁净的地理优势，四级种

薯繁育体系在品质保证的前提下，生产成本大大

降低，群众都能负担得起，而且通过脱毒种薯的使

用，单产提高 30%以上。

“脱毒快、种得快，种薯的数量和质量都能得

到保证，推广也就快。”正是这种以微型薯大田直

播技术为核心的种薯生产体系和以病毒检测为核

心的质量检测体系，加上独特的四级种薯繁育体

系，让“青薯 9号”迅速从青海走向全国。

自推广以来，“青薯 9 号”本省推广面积近 560
万亩（37.3 万公顷），平均亩产 1965 公斤，实现产值

136.45亿元，增加农民收入 13.25亿元。

——“青薯9号”面世18年“青春”依旧

扎根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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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作为青海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的马铃薯因品种退化，产量
逐年下降，马铃薯种植无法为农民提供增收支持。种子，农之大事，国之
大事！种子质量无法保证，粮食安全将无从谈起。

多年来，青海培育的马铃薯新品种“青薯9号”，除了突破种植的地
域限制，其每亩增产25%至50%，增收300元到400元，不仅成为青海农民
增收致富的主力，也在全国乡村振兴战场上留下突出“战绩”。

“青薯9号”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科学家王舰及其团队23年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至今，“青薯9号”
从省内推广到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在全国14个省区推广种植，不仅推
动本省马铃薯产业发展，也为全国马铃薯主要农作区农民带去产量和收
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蛋蛋”。

如今，凭借着过硬的优势条件，小小薯种正焕发出大魅力，在全国乡
村振兴中展现出澎湃生命力，也即将踏出国门，为世界马铃薯的发展贡
献力量。

——解码“青薯9号”的“进阶之路”
本报记者 王 臻

一粒小薯种的澎湃生命力一粒小薯种的澎湃生命力

王舰为伊朗阿尔达比勒省外宾介绍我省马铃薯薯种。省农林科学院供图
机械化收割马铃薯。
通讯员 李玉峰 摄

马铃薯育种团队工作人员正在实验室进行脱毒苗检测。
省农林科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