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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公示 

 

一、团队基本情况 

团队名称：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 

团队成员：郭华春；杨艳丽；王琼；周平；李俊；肖继坪；白磊；唐然；刘良燕；任琳

玲；张炜 

完成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推荐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二、团队简介 

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研究始于上世纪 60年代，2000年学校组建研究团队，2008 年入

选国家马铃薯产业体系岗位专家，2009年成为云南省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研发中心依托单

位。经过建设形成了一个职称、学历、年龄、学缘结构合理，能力强、业务精的研究团队。

团队始终坚持“支撑产业，服务薯农”的宗旨、一贯秉承“求是、创新、致用”的理念、力

争不辱“育小薯济苍生，栽大木柱长天”的使命，致力于云南高原薯业发展，在薯农增收决

战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薯类资源评价、分子生物学、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

与生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承担农业部、科技部、国家基金

和云南省科研项目 20余项，项目经费达 3000余万元。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主编或参编教材、专著 12部，授权专利 14件，获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奖 9项，选育

并通过国家、省级审定（登记）薯类作物新品种 14个。 

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与应用：科学研究注重产学研结合，注重与生产实际结合。努力实

现“研究在产学研融合中完成，人才在产学研融合中培养，成果在产学研融合中形成，效益

在产学研融合中产生，价值在产学研融合中体现”，促进云南薯类产业发展，助推乌蒙山区、

滇西边境山区等贫困区的脱贫攻坚。 

1、薯蓣规范化研究与示范基地建设：为适应云南建设中药现代的要求，与云南永胜映

华集团、华坪县农业局合作，开展“薯蓣规范化研究与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合作，项目实施建

成了全国知名的薯蓣皂素生产企业，带动农户种植盾叶薯蓣、小花盾叶薯蓣 5 万多亩，增加

农业产值 1.5 亿元，农民增收 5000 万元。该成果 2010 年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滇紫甘薯系列品种选育与产品开发：与云南玉溪紫昊公司、西南大学合作，针对市

场对紫甘薯需求和企业对紫甘薯原料薯的需求，开展紫甘薯新品种的选育。育成了‘滇紫甘



薯 1 号’、‘滇紫甘薯 24’、‘滇紫甘薯 54’、‘滇紫甘薯 66’、‘滇紫甘薯 88’、‘滇紫甘薯 92’和‘滇

紫甘薯 112’等七个紫甘薯品种并通过省级登记，填补了云南无自主知识产权甘薯品种的空

白，同时形成了紫甘薯‘科研选育品种-农户栽培生产原料-企业加工销售产品’的完整产业链，

带动种植紫甘薯农民增收 1.13 亿元，企业新增销售额 3080 万元，累计新增利润 1023 万元，

实现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社会经济效益显著。该成果被评为 2016 年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十

大进展第一名，获云南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3、马铃薯新品种引进、选育与示范推广：利用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的全国合作优

势，外引内联与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方学院、山西高寒作物研究所、东北农业大

学、青海省农科院、甘肃天水农科所等单位开展马铃薯合作育种，同时加强与国际马铃薯中

心（CIP）的合作。引进 CIP 品种资源 217 份，丰富了云南省马铃薯种质资源库，引进和选

育出的‘青薯 9 号’、‘冀张薯 12 号’、‘中薯 18’、‘滇同薯 1 号’、‘滇薯 701’5 个品种通过省级

审定，‘滇薯 23’、‘滇薯 47’通过国家登记。其中‘青薯 9 号’引进并进行适应性评价及并参加

省区试后于 2016 年通过云南省审定，迅速成为云南第一大主栽品种，近年每年全省种植超

过 200 万亩，云南年栽培马铃薯总面积的 20%以上，为云南省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

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据农业部门统计：2016-2018 三年间‘青薯 9 号’累计推广 407.25

万亩，农民增收 25.07 亿元，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云南马铃薯产区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该

品种的推广应用有力的促进了云南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由于成效显著，团队负责人郭

华春教授 2019 年获农业农村部农牧渔业丰收奖贡献奖。 

4、冬季马铃薯优质高效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针对深度贫困直过民族聚居的云南边疆

热区生态条件，利用冬闲田发展马铃薯产业。通过十余年科技攻关，将冬作生态条件与马铃

薯生物学特性相耦合，在品种选育选用、健康种薯生产、高效栽培技术、绿色防控和品质保

障等各环节进行技术创新，构建了冬马铃薯优质高效技术体系，形成了三个突出的创新点：

一是冬季生境特点与马铃薯生物学特性耦合，建成我国最大的冬季马铃薯产区；二是创建优

质高产栽培技术创出我国冬马铃薯最高亩产；三是构建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大幅度减少

农药用量。项目利用云南冬季气候优势发展马铃薯，满足了我国及东南亚春季鲜薯市场需求，

实现生态、优质、高效的目标，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技术成果迅速推广应用，全省累计推广

1131.2万亩，促进农民增收 228.8亿元，为扶贫攻坚做出了突出贡献，引起党中央、云南

省委的高度关注，有力促进了我国冬季马铃薯产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该成果 2019年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团队带头人积极参加国家马铃薯产业体系牵头滇西边境连片贫困区及朱有勇院士中国

工程院在普洱澜沧的马铃薯产业扶贫工作，并在临沧市双江县和楚雄州大姚县等贫困县建立

“郭华春专家基层工作站”，发展冬季马铃薯助力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建立贯通式培养机制，有机衔接“本硕博”培养，显著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高层次人才培养初见规模，已培养博士研究生 25名、硕士研究生 80余名，其中

本硕博 7名、本硕 19名、硕博 9名，这些高层次人才多数已成为省内外薯类教学科研的骨



干力量。切实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将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全国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和专家基层工作站，着力培养高

层次薯类作物创新应用型人才。除此之外，薯类作物学团队还与国际马铃薯中心（CIP）、

日本北海道大学、鹿儿岛大学、中国农科院等国内外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合作关系，以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团队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

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努力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