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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与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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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马铃薯种植区域分布广泛，各产区自然资源条件、种植规模、产业化基础、产业比较优势等基本条件差异

较大。为更加全面地研究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现状，通过实地调研问卷，对典型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产技

术进行归纳总结，其主要包括种薯处理和田间机械化作业两方面。田间机械化作业技术包括：翻耕／深松、整地、施

肥、起垄、覆膜、种植、培土、除草、植保、杀秧、收获、地膜回收。同时，借鉴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列举各机械化作业

环节的评价指标，为系统地把握和评价该区域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提供参考。此外，利用嵌套方差分析法和成对比

较检验法，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西北马铃薯主产区机械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嵌套方差分析模型

Ｐ＜０００１，理论模型具有意义，各省（区）机械化水平差异显著。马铃薯机械化发展的差异不同，造成差异的本质原

因也不同，各地应立足区情，按照全面规划、突出重点，采用适合本区域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按照梯次推进的原

则，逐步缩小各省（区）机械化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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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马铃薯作为玉米、小麦、稻谷之后的第四大主粮，

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作

用
［１－４］

。马铃薯是西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近

年来种植面积、产量均呈持续增长之势，在全国占有

重要地位。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西北（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４省区，新疆种植面积较小，本研
究除外，下同）马铃薯种植面积为１０７８６万 ｈｍ２，约
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 ２２７％，产量为３５７３万 ｔ，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１９９％。从该产区整体上来
看，虽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主产区

前列，但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水平还较低。据《全国

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数据表明：２０１８年西北 ４省
（区）马铃薯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 ５３０７％（机
耕率为 ８２５９％，机播率为 ３３６９％，机收率为
３３１０％）［５－６］，与本产区玉米和小麦的综合机械化
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图 １　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作业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农业机械化既是一个技术发展过程，又是一个

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必然同时受到自然、社会规律

的支配
［７］
。区域性差异的客观存在和有规律的分

布，决定了各区域农业机械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各不相同。对各地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并开展差异性研究，有利于因地制宜地促进农业机

械化的协调快速发展
［８］
。国内学者从我国农业机

械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阶段、影响因素、评价指

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９－１３］

，但对各区域机

械化发展水平差异性研究鲜有报道。目前，在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国家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作为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而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成本高、资源占用

多、生产效率低，自我供需保障能力弱，对外的竞争

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需解决。本文利用统计分析方

法，分析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和发展的

差异性，提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模式改进方案

及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西北地区马铃薯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１　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现状分析

１１　马铃薯机械化生产
西北马铃薯产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

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大，地貌以高原、丘陵盆地为

主。马铃薯是耐低温的作物。其地下薯块形成和生

长需要疏松透气、凉爽湿润的土壤环境。块茎生长

的适宜温度为１６～１８℃，当地温高于 ２５℃时，块茎
停止生长；茎叶生长的适宜温度为 １５～２５℃，超过
３９℃时停止生长。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是指应用先进
适用的马铃薯生产机械生产马铃薯，改善马铃薯生

产经营条件，提高马铃薯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

益、环境效益的过程
［１４－１６］

。通过实地调研问卷，对

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流程进行归纳总

结，其主要包括种薯处理和田间机械化作业两方面。

与田间机械化作业密切相关的主要包括 ４个阶段、
１２个作业环节。田间机械化作业环节的准备阶段
包括：翻耕／深松环节、整地环节；根据不同的种植方
式，马铃薯种植阶段可采用覆膜或不覆膜 ２种种植
模式；马铃薯管理阶段除灌溉环节外，还有培土、除

草、植保和施肥等环节；收获环节可分为分段收获和

联合收获２种方式，收获后处理主要是地膜回收环
节。各环节具体的作业流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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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马铃薯机械化作业环节指标释义
本研究主要参考 ＧＢ／Ｔ６２４２—２００６《种植机械

马铃薯种植机　试验方法》、ＮＹ／Ｔ２７０６—２０１５《马
铃薯打秧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ＮＹ／Ｔ６４８—２０１５
《马铃薯收获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和 ＮＹ／Ｔ
１２２７—２００６《残地膜回收机作业质量》［１７－２０］等标准
或技术规范。根据各指标定义，将指标体系模型涉

及的指标划分为“望大”、“望小”、“望目”３种类型，
“望大”表示指标值越大越好；“望小”表示指标值越

小越好；“望目”表示指标越趋近于某一值时越好。

具体作业效果指标的参数设定和释义
［２１－２８］

如表 １、
２所示。这些指标为马铃薯田间试验和农艺技术要
求的判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２　试验研究方法

２１　嵌套方差分析法和成对比较检验法
采用嵌套方差分析法和成对比较检验法相结合

的方法，对西北４省（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马铃薯机

表 １　１２个环节作业效果指标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１２ｐａｒｔｓ

编号 作业环节 效果指标１ 效果指标２ 效果指标３ 效果指标４

１ 翻耕／深松 耕深／深松深度 重耕率／土壤扰动系数 漏耕率／土壤扰动系数

２ 整地 旋耕深度 碎土率 地表平整度 植被覆盖率

３ 施肥 断条率 施肥均匀性 排肥一致性 施肥量相对误差

４ 起垄 垄高合格率 垄顶宽合格率 垄间距合格率

５ 覆膜 采光面机械破损程度 采光面宽度合格率 膜边覆土厚度合格率 膜面覆土厚度合格率

６ 种植 重种指数 漏种指数 种植深度合格率

７ 培土 培土厚度稳定性 培土高度合格率 培土幅度合格率 培土行距合格率

８ 除草 耕深一致性变异系数 伤、埋苗率 碎土率 除草率

９ 植保 喷施一致性 叶片损伤率 药液附着率

１０ 杀秧 茎叶打碎长度合格率 漏打率 留茬长度 伤薯率

１１ 收获 损失率 伤薯率 破皮率 含杂率

１２ 地膜回收 表层拾净率 深层拾净率

表 ２　马铃薯机械化作业指标说明及参数设定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取值范围 指标类型

翻耕／

深松

翻耕

深松

耕深／ｃｍ 沟底至未耕地表面的垂直距离 ２０±５ 望目

重耕率／％ 测区内重复耕地的面积占测区内总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１５ 望小

漏耕率／％ 测区内未耕地的面积占测区内总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１５ 望小

深松深度／ｃｍ 深松沟底至未耕地表面的垂直距离 ≥３０ 望大

土壤扰动系数／％
土壤工作部件对土层的切割、振动、撕裂、挤压、推移造成的土壤膨胀面积

占耕前地表线至深松铲尖形成沟底线间整个工作幅宽横断面积的百分比
≥２５ 望大

土壤膨松度／％
土壤工作部件对地表以下土层的扰动面积占耕前地表线至深松铲尖形成

沟底线间整个工作幅宽横断面积的百分比
１０～４０ 望目

整地

旋耕深度／ｃｍ 已耕地表至旋刀运行最低点的垂直距离 １３±２ 望目

碎土率／％ 耕层中单位体积内直径小于５ｃｍ的土块质量占碎土总质量百分比 ７０±１０ 望目

地表平整／ｃｍ 已耕地表面最高点与最低点的高度差 ≤５ 望小

植被覆盖率／％ 测区内覆盖植被的单位面积质量占耕前植被单位面积质量的百分比 ≥５５ 望大

施肥

断条率／％
长度在１０ｃｍ以上的无肥料区段为断条，排肥器排肥断条总长度占测定总

长度的百分比
≤２ 望小

施肥均匀性／％
某行排肥器排出肥料在一定地段长度内分布的均匀程度，单位面积内施

肥量的变异系数
≤４０ 望小

排肥一致性／％
不同行的排肥器在要求的工作状态下排肥量的稳定程度，各行排肥量一

致性变异系数
≤１３ 望小

施肥量相对误差／％ 实际施肥量与农艺要求施肥量的相对误差 ≤１０ 望小

起垄

垄高合格率／％ 以当地农艺要求的合格垄高数量（Ａ±３ｃｍ为合格）占总垄高数量的百分比 ≥７５ 望大

垄顶宽合格率／％ 以当地农艺要求的合格垄顶数量（Ｂ±３ｃｍ为合格）占总垄顶数量的百分比 ≥７０ 望大

垄间距合格率／％
以当地农艺要求的合格垄间距数量（Ｃ±３ｃｍ为合格）占总垄间距数量的

百分比
≥７５ 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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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取值范围 指标类型

覆膜

采光 面 机 械 破 损 程

度／（ｍｍ·ｍ－２）
在测区内，测量采光面上各机械破损部位的最大尺寸 ≤５０ 望小

采 光 面 宽 度 合 格

率／％

在测区内，实际测定合格的采光面宽度个数占总测定的采光面宽度个数

的百分比
≥８０ 望大

膜边 覆 土 厚 度 合 格

率／％

在测区内，实际测定合格的膜边覆土厚度（≥３５ｍｍ）个数占总测定的膜边

覆土厚度个数的百分比
≥９５ 望大

膜面 覆 土 厚 度 合 格

率／％

在测区内，实际测定合格的膜面覆土厚度（Ｆ±０５ｃｍ）个数占总测定的膜

面覆土厚度个数的百分比
≥９０ 望大

种植

重种指数／％ 种薯间距小于或等于０５倍理论间距的重种薯数量占应种薯数量的百分比 ≤２０ 望小

漏种指数／％ 种薯间距大于１５倍理论间距的漏种薯数量占应种薯数量的百分比 ≤１０ 望小

种植深度合格率／％
测区内种植深度合格数量（以当地农业要求播种深度为Ｓ，Ｓ±１０ｃｍ为合

格播种深度）占测区内种植总数量的百分比
≥８０ 望大

培土

培土厚度稳定性／％ 在培土机正常工作区域内，在要求的工作状态下培土厚度的稳定程度 ≥６０ 望大

培土高度合格率／％
测区内断面培土高度合格数（每个断面培土高度大于等于企业规定的最

大培土高度的最小值为合格）占测定总数的百分比
≥９０ 望大

培土幅度合格率／％
测区内培土幅度合格数（每个断面培土幅度大于等于企业规定的培土幅

度为合格）占测定总数的百分比
≥９０ 望大

培土行距合格率／％ 以当地农艺要求的行距 Ｈ±３ｃｍ为合格，合格行距占总测定行距的百分比 ≥７８ 望大

除草

耕深 一 致 性 变 异 系

数／％
不同行的中耕部件在要求的工作状态下耕深的稳定程度 ≤１８５ 望小

伤、埋苗率 在测区内，伤（埋）苗植株数占总植株数的百分比 ≤５ 望小

碎土率／％
在测区内，耕层内未碎土质量（大于等于 ２５ｍｍ的土块）质量与耕松土块

总质量的百分比
≥８５ 望大

除草率／％ 在测区内，单位面积内除草数量占总草量的百分比
≥８５（旋转式）、

≥５５（锄铲式）
望大

植保

喷施一致性／％ 在规定的额定压力下，各喷头喷量的变异系数 －８～８ 望目

叶片损伤率／％ 植保作业过程中对植株枝叶碰损数目占整个作业区马铃薯叶总数的百分比 ≤５ 望小

药液附着率／％ 机械植保作业后药液在马铃薯叶表面（叶面、叶背）附着药液的均匀程度 ≥８５ 望大

杀秧

茎叶 打 碎 长 度 合 格

率／％
打碎长度小于２００ｍｍ的茎叶质量占作业区打碎茎叶质量的百分比 ≥８０ 望大

漏打率／％ 测区内未打到茎叶数量占测区内茎叶总数量的百分比 ≤８ 望小

留茬长度／％ 每个测点内连续测量１０个茎叶的长度的平均值 ≤１５０ 望小

伤薯率／％ 测区内伤薯质量占作业区马铃薯总质量的百分比 ≤１ 望小

收获

损失率／％ 测区内损失薯（埋薯和漏挖薯）质量占作业区马铃薯总质量的百分比 ≤４ 望小

伤薯率／％ 测区内伤薯（明薯、埋薯和漏挖薯）质量占作业区马铃薯总质量的百分比
≤１５（分段）、

≤２０（联合）
望小

破皮率／％
测区内破皮薯（明薯、埋薯和漏挖薯）质量占作业区马铃薯总质量的百分

比

≤２０（分段）、

≤３０（联合）
望小

含杂率／％ 测区内杂质（明薯、埋薯和漏挖薯）质量占作业区马铃薯总质量的百分比 ≤４０（联合） 望小

地膜收获
表层拾净率／％ 地表及土层深度０～１０ｍｍ内残地膜的拾净率 ≥７５ 望大

深层拾净率／％ 土层深度１００～１５０ｍｍ内残地膜的拾净率 ≥６５ 望大

械化水平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即第 １阶段采用嵌
套方差分析法求出各因素的显著性和模型有效性；

第２阶段采用成对比较检验法，以第 １阶段的主体
间效应检验为基础，分析各省（区）机械化水平差异

性。嵌套方差设计可分为二因素（二级）、三因素

（三级）等设计。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分别与另一

个因素的不同水平发生组合，或者说 Ｂ因素的不同
水平是嵌套在 Ａ因素内的。根据试验的目的，把分

析因素分为主次，最主要的因素称为一级因素，在一

级因素各水平范围内，再分出次要因素的各个水平。

因次级因素同一水平在一级因素的不同水平中有不

同的效应，因此，必须把一级因素不同水平中的次级

因素同一水平看作是不同的水平，这样一级因素不

同水平下，次级因素的水平数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

等。将全部 ｋ个因素按主次排列，再将总离差平方
和及自由度进行分解。其侧重于主要因素，并且第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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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因素的显著性分别用第 ｉ级与第ｉ＋１级因素的均
方为分子和分母来构建 Ｆ统计量，并以 Ｆ检验为其
理论根据。成对比较检验是统计学分析中常用的比

较分析方法，常用于对两个相关样本的比较分析，有

符号检验和威尔科克森带符号的等级检验两种方

法
［２９］
。

２２　试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三因素嵌套方差分析设计原理，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西北马铃薯各省（区）的《全国农业
机械化统计年报》面板数据，各试验因素机械化水

平数据如表 ３所示。整体上看，４省（区）的机耕率
明显高于机播率和机收率，后两者是影响马铃薯耕

表 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西北 ４省（区）马铃薯机械化水平试验数据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８ ％

年份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机耕率 机播率 机收率 机耕率 机播率 机收率 机耕率 机播率 机收率 机耕率 机播率 机收率

２００８ ２５８１ ２６３ ６８９ １６２８ ５８１ ４８１ １４０９ ３３８ ２３０ ３５６８ １５７７ １３５６

２００９ ３１８２ ２９０ ７５８ ２２５７ ９３９ ６７３ ２２０８ ４８０ ３２３ ５６４９ ２６６８ ２６５４

２０１０ ２８０３ ３７６ １０１６ ２７３３ １３３５ ９４７ ２２６５ ９９５ ５６５ ６３８３ ３２４７ ３００１

２０１１ ４３３６ １４４９ １７７８ ３４８７ １６７１ １０４５ ３２７１ ８３９ ９２４ ６８２７ ４７７２ ４１６６

２０１２ ５１２９ １４４７ １７９１ ３８２５ １４７６ １０１３ ３９１２ １１８９ ９６９ ８５０５ ５５３５ ５２２２

２０１３ ６２４４ １８０５ １８０３ ４５２９ １４４４ １２８７ ３５４３ ９６６ ８０５ ８６２７ ５７８１ ５３９４

２０１４ ７２６７ １７８ ２４６８ ５０９２ ２０６ １５５７ ３７３３ １０６６ ９４４ ９９６２ ７０４５ ６７０７

２０１５ ７２１７ ２１３ ２５８６ ５６９８ ２４３７ ２０４８ ３７７２ １１２４ １１６ ９９４３ ７１７４ ７１３３

２０１６ ７８５８ ２００８ ２７１８ ６０８１ ２６５６ ２３３５ ５２９０ １４００ １８３１ ９３８１ ７３７４ ７２２

２０１７ ７８５９ ２００８ ２７１９ ６２８１ ２６５６ ２３３５ ５２８９ １３９９ １８３１ ９３８３ ７３７６ ７２２２

２０１８ ８３８９ ２６７４ ３０４８ ８０９８ ３０６３ ２７９６ ６７４０ ２１６９ ２３３７ ９９５１ ７８８４ ７４９３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３０］
，得

出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结果如

表４所示。由表 ４可知，建立嵌套方差分析模型 Ｐ
值均小于０００１，表明该模型极其显著，具有研究意
义。省份、机械化水平和年份的 Ｐ＜０００１，表明不
同省份之间、不同省份机械化水平和不同年份间均

具有极显著差异。通过进一步成对比较检验分析

（表５），西北４省（区）马铃薯机械化水平均存在差
异，陕西省和甘肃省机械化差异显著且较相近，陕西

省与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三者之间机械化差异

较显著，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３省

（区）机械化水平差异也较显著。经查阅文献和实

地调研发现，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先进技术开发、引

进试验和农机化示范园区示范推广，同时农机作业

公司和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的引领，当地马铃薯生产

关键环节的种植与收获机械，科技含量、产品质量和

数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与发展，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

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在西北产

区机械化水平处于领先
［３１－３２］

。甘肃省和陕西省机

械化水平相近，两省马铃薯生产机械保有量少，机械

化作业程度较低，各区域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水

平发展不平衡。在平川地作业的大中型机具较成

熟，适应性好，但丘陵山区、坡台地存在“有机没活

干，有活没机干”现象，机具的作业性能不佳和可靠

性较差，这些是两省马铃薯机械化作业水平低的主

表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西北 ４省（区）马铃薯机械化水平主体间效应检验

Ｔａｂ．４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ｅｓｔ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８

　　变异来源 Ⅲ型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校正模型 ８５４０１３０６ａ ２１ ４０６６７２９ ６４７６１ ＜０００１

截距 １５９２６５５３３ １ １５９２６５５３３ ２５３６２２５ ＜０００１

省份 ３５７６５５４７ ３ １１９２１８４９ １８９８５０ ＜０００１

机械化水平（省份） ２８３５５０９０ ８ ３５４４３８６ ５６４４３ ＜０００１

年份 ２１２８０６６９ １０ ２１２８０６７ ３３８８８ ＜０００１

误差 ６９０７５９２ １１０ ６２７９６

总计 ２５１５７４４３１ １３２

校正的总计 ９２３０８８９８ １３１

　　注：ａ表示 Ｒ２＝０９２５（调整 Ｒ２＝０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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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３３－３４］

。青海省马铃薯主产区多集中在西宁

市及东部农业区，马铃薯生产全程主要以人工为主，

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成本高。目前，马铃薯生产机械

化水平在西北产区处于最低
［３５］
。该试验研究结果

与西北各省（区）马铃薯生产现状基本吻合。因此，

各省（区）应立足省情区情、查找差距、重点突出、全

面规划，按照梯次推进原则，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

地区的马铃薯机械化发展规划。

表 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西北 ４省（区）马铃薯机械化水平

成对比较检验结果

Ｔａｂ．５　Ｐａｉｒ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８

省份

（Ｉ）

省份

（Ｊ）

均值差值

（Ｉ－Ｊ）

标准

误差
Ｐ

差分的９５％置信区间 ｂ

上限 下限

甘肃 ４２２０ １９５１ ００３３ ０３５４ ８０８６

陕西 青海 １０６５２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６７８６ １４５１９

宁夏 －３２０３４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３５９００ －２８１６７

陕西 －４２２０ １９５１ ００３３ －８０８６ －０３５４

甘肃 青海 ６４３３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２５６７ １０２９９

宁夏 －３６２５３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４０１１９ －３２３８７

陕西 －１０６５２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１４５１９ －６７８６

青海 甘肃 －６４３３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２９９ －２５６７

宁夏 －４２６８６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４６５５２ －３８８２０

陕西 ３２０３４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２８１６７ ３５９００

宁夏 甘肃 ３６２５３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３２３８７ ４０１１９

青海 ４２６８６ １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３８８２０ ４６５５２

　　注：表示均值差值在 ００１上显著；表示均值差值在 ００５

上较显著。

４　结论

（１）通过实地调研，对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

生产技术作业流程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该技术作

业流程主要包括种薯处理和田间机械化作业两方

面。提出了与田间机械化作业密切相关的４个阶段
和１２个作业环节。同时，给出每个作业环节的评价
指标和参数设定值，为科学合理地把握和评价西北

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提供理论参考。

（２）利用嵌套设计方差分析和成对比较检验法
相结合方法，分析研究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西北 ４省
（区）马铃薯机械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研究结果

表明：分析模型 Ｐ值均小于 ０００１，总体研究模型
显著且有意义，西北 ４省（区）机械化水平均存在
差异。其中，陕西省和甘肃省差异显著，陕西省与

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差异较显著，甘肃省、青

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３省差异亦较显著。此
外，研究模型结果与当前西北 ４省（区）马铃薯机
械化发展现状相吻合，这为 ４省（区）提高马铃薯
机械化水平和缩小区域性差距，提供了政策制定

依据。

（３）通过对西北地区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及
差异性研究，明确了要提高马铃薯机械化水平和缩

小区域间差异的关键：各地要坚持依靠科技创新驱

动，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加大关键技术研发资

金的投入，加强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生产设备的研发

力度。要结合当地马铃薯生产的实际条件，选择适

宜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探索本地化的全程机械化生

产模式。要提高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缩小各省（区）间机械化差距，促进生产方式转

变，不断提高西北地区马铃薯综合生产能力、质量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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