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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有性杂交获得杂交实生种子是马铃薯育种工作的基础# 杂交亲本的选择在整个育种方案中是相

当重要的环节# 不断引入新的资源材料# 扩大亲本的遗传基础# 是马铃薯育种工作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试验应

用杂交亲本 !" 份# 包括东农 "#"% 早大白% 中薯 $ 号% 朱可夫% 成功% %&’()*% 克新 !+ 号% 克 ,-.!#/$% 大西

洋% 东农 "#0% 1!2##% 3422#$#- 和 5+# 这些材料来源广泛# 利用这些亲本共配制了 6# 个杂交组合# 其中 +$ 个

组合获得了杂交果# 各组合平均座果率达 !-7"8$

@ABC 马铃薯& 亲本& 授粉& 座果率

DEFGC +##$/!+/!#
HIJKC 石瑛! !,-!/" # 女# 达斡尔族# 助理研究员# 主要

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及资源创新研究$

LMNOPC %0"+Q %""$ RSTUVC 9 RWXPC !6-+/"6"0!+##0"#!/##!-/#"

马铃薯高度杂合的遗传基础使得新品种的选育

难度较大$ 由于所用的杂交亲本是高度杂合的# 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后代的预测性# 很难通过亲本

的表现来预测后代的性状$ 一个综合性状表现较好

的品种# 其杂交后代却不一定出现符合育种目标的

理想类型$ 同时# 马铃薯各品种的开花结实情况差

异较大# 有些品种结实率很高# 而有些品种结实率

极低# 甚至不能开花& 有些 品种在一地 能开花结

实# 但在其它地区栽培则很少开花结实或根本不能

开花:!;+<$ 品种固有的特性以及环境气候条件均极大

地影响马铃薯的开花结实 :"<$ 因此# 对育种工作而

言# 杂交成功才是亲本利用的前提条件# 一个具有

各种优良特性的亲本材料# 如果无 法获得杂 交种

子# 在育种工作中便难以直接利用$
经过长年的育种实践# 育种者对一些应用较多

的亲本材料的特性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应用这些亲

本材料配制的杂交组合选育出的新品种不断增加$
新品种的大量选育以及新的种质资源不断引进# 为

马铃薯育种工作提供了更多可以利用的亲本材料#
如何更有效地把这些亲本材料为育种所用# 指导育

种实践是个关键$ 为了明确近年来我们新引进和选

育 的 亲 本 材 料 能 否 在 育 种 中 加 以 直 接 利 用 # 在

+##$ 年选择部分材料进行了杂交试验# 希望通过

评价这些亲本材料的杂交效果# 为我们的育种工作

积累资料$

! 材料与方法

!"! YZ[\
供试杂交亲本 !" 个# 包括东农 "#"% 早大白%

中 薯 $ 号% 朱 可 夫% 成 功% %&’()*% 克 新 !+ 号 %
克 ,-.!# /$% 大 西 洋 % 东 农 "#0% 1!2##%
3422#$#- 和 5+$
!"# YZ]^
!7+7! 亲本种植

供试亲本材料块茎种植在东北农业大学香坊农

学试验 站 马 铃 薯 杂 交 圃 网 棚 内# 每 份 材 料 播 种 "
行# 行长 "76 =# 行距 -# >=# 株距 "# >=# 每行播

种 !" 株$ +##$ 年 $ 月 "# 播种$
!7+7+ 花粉采集

亲本材料开花后# 每天上 午 2!##",!## 之间#
将当日开放的新鲜花朵取回# 摘取花药# 摊放在硫

酸纸上# 于室内干燥 +$"$2 ?# 待花粉大量弹出%
充分干燥后# 搜集到事先洗净晾干的针剂青霉素小

瓶内# 于瓶上标记父本名称# 采集日期$
!7+7" 授 粉

授 粉 工 作 分 别 在 清 晨 0 !##"2 !## 以 及 傍 晚

$!"#"-!"# 两个时间段内进行$ 先去雄# 每个花序

选当日开的花或即将开放的花蕾# 将开过的花全部

去掉$ 保留花序上的幼蕾# 待开花时用同一父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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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分期授粉! 授粉后在花柄上系标签" 注明组合

名称# 授粉日期# 授粉时间段及天气情况! 记载各

组合授粉花朵数!
!"#"$ 收获记载

授粉后 %& ’" 收获 杂交果" 记载 各组合座果

数! 计算各组合座果率!

# 结果与分析

!"# !" #$%&’()
在本次试验中共种植了亲本材料 !% 份" 东农

%&%# 早大白# 中薯 $ 号# 朱可夫# 成功和 ()*+,-
为极早熟和早熟类型亲本" 克 ./0!&1$# 大西洋#
东农 %&2 为炸片类型亲本" 克新 !# 号# 3!4&& 为

晚熟高干物质类型亲本" 5644&$&/ 和 7# 为新型栽

培种资源类型亲本! 其中东农 %&%# 早大白为本地

主栽品种" 大西洋# 朱可夫# 成功# ()*+,- 系近年

来新引进的国 外品种" 中薯 $ 号# 东农 %&2 和克

./0!&1$ 为 新 育 成 的 专 用 型 品 种 及 品 系" 3!4&&#
5644&$&/ 和 7# 为有野生血缘及新型栽培种血缘的

资源材料! 这些材料在本地种植后均表现较好" 能

正常开花" 有的材料天然结实性较好! 但每份材料

究竟适合在育种中如何利用" 是 做父本还是 做母

本" 其后代能保留亲本的哪些优良特性" 我们并不

很清楚! 本着边鉴定边利用的原则" 我们种植了全

部供试材料" 由 于其中的东 农 %&% 为雄性不 育类

型" 我们仅对其余的 !# 份材料在花期进行花粉有

效性的鉴定" 以确定各个亲本在杂交中较合适的利

用方式! 结果见表 !!
通过鉴定" ()*+,-# 大西洋和东农 %&2 的花粉

有效性差" 不能做 父本! 东农 %&% 为 雄性不育 材

料" 仅能做母本! 其它 . 份供试材料均可做父本!
以东农 %&%# ()*+,-# 大西洋和东农 %&2 做母

本" 此外还选择中薯 $ 号# 朱可夫和成功" 共 / 份

材料做母本!

名称 早大白 中薯 $ 号 朱可夫 成功 ()*+,- 克 ./0!&1$ 大西洋 东农 %&2 克新 !# 号 3!4&& 56!!"#"$ 7#

孕性 好 好 中 好 差 中 差 差 好 好 好 好

* $ +,-$%&./012

注$ 用醋酸洋红染色法粗测有效花粉的多少! 其中视野中饱满花粉粒较多" 空瘪花粉粒少的记为% 好&" 饱满花粉粒与空瘪花粉粒约各

占一半的记为% 中&" 饱满花粉粒少" 空瘪花粉粒较多的记为% 差&!

!8" 3!4&& 5644&$&/ 7# 朱可夫 成功 中薯 $ 号 早大白 克新 !# 号 克 ./0!&1$

东农 %&% ## ## #2 2! !4 $& #& #& #2

中薯 $ 号 !2 !9 !! !4 !2 1 !# !. 9

朱可夫 #4 9% #& 1 $2 $$ #& 9# 94

成功 ## ## ## 2% 1 %2 !& #& .

()*+,- %9 !# #& !$ !% !! !# !# !$

东农 %&2 !9 #& #& #% #% #/ #& #! ##

大西洋 $# !!2 4% .4 4. /9 $. !&4 %&

* ! 3456/.789:

注$ 表中% 1& 表示该组合未进行杂交!

!8" 3!4&& 5644&$&/ 7# 朱可夫 成功 中薯 $ 号 早大白 克新 !# 号 克 ./0!&1$

东农 %&% &"& &"& $&"& #2"2 &"& 2&"& &"& &"& &"&

中薯 $ 号 $&"& &"& $2"2 &"& &"& 1 &"& &"& %%"%

朱可夫 !$"% !."& %&"& 1 &"& &"& &"& &"& &"&

成功 !%"9 &"& .&". 9$"# 1 /!"$ $&"& &"& &"&

()*+,- 4"% &"& 9&"& &"& &"& &"& $!"/ &"& &"&

东农 %&2 &"& &"& &"& &"& &"& &"& &"& &"& &"&

大西洋 2$"4 !/"$ 44"& 2"! &"& %9"4 9%"% !". 4%"%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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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粉工作从 ! 月 " 日开始! 至 ! 月 #$ 日结束!
共配制杂交组合 %& 个! 授粉花朵总数 ’(#) 朵" 表

# 列出了组合配制情况及各组合授粉花朵数"
!"! *&’+,-./()

从表 # 列出的授粉花朵数可以看出! 各个组合

的授粉花朵数差别较大! 以大西洋为母本的各组合

授粉花朵数均较多! 累计授粉花朵数 %(& 朵! 以中

薯 ) 号为母本的各组合授粉花朵数较少! 累计授粉

花朵数 **# 朵" 表 " 列出了各组合的座果率! 配制

的 %+ 组合中! 有 #) 个组合获得了杂交果! 各组合

的平均座果率达 *!,"-" 座果率达 $+-及以上的组

合有 ( 个! 按其大小顺序排列依次为成功!.## 大

西洋!.## 大西洋!克 (!/’+0)# 成功!中薯 ) 号#
成功 !朱可夫# 大西洋 !早大白# 123456 !.## 大

西洋!7*8&& 和东农 "&"!中薯 ) 号"
!"# 0123.4()56

杂交用母本 ! 个! 座果率最 高的为成功! 达

)),%9! 授粉组合 8 个! 座果组合 $ 个$ 其次为大

西洋! 座果率 "+,+-! 授粉组合 8 个! 座果组合 !
个$ 再次为东农 "+"# 123456 和中薯 ) 号! 座果率

分别为 ’!,!-# ’",(-和 ’’,(-! 授粉组合分别为 (
个# ( 个 和 8 个! 座 果 组 合 均 为 " 个$ 朱 可 夫 较

低! 座果率为 %,"-! 授粉组合 8 个! 座果组合为

" 个" 东农 "+$ 授粉组合 ( 个! 均未座果"

#"$ 71$3.4()56
杂 交 用 父 本 ( 个 ! 座 果 率 最 高 的 为 .#! 达

%#,!-! 授粉组合 ! 个! 座果组合 % 个$ 其次为中

薯 ) 号和早大白! 座果率分别 为 "’,"-和 #8,+-!
授粉组合分别为 % 个和 ! 个! 座果组合均为 " 个$
再次为 7’8++# 朱可夫# 克 (!/’+:) 和 ;<88+)+!!
座果率依次为 #’,$-# #+,#-# ’$,$-和 ’’,(-! 授

粉组合依次为 ! 个# % 个# ! 个和 ! 个! 座果组合

为 $ 个# " 个# # 个和 # 个" 克新 ’# 号较低! 座果

率仅 +,8-! 授粉组合 ! 个! 座果组合 ’ 个" 成功

授粉组合 % 个! 均未座果"

" 讨 论

马铃薯的开花结实性与品种本身的特性以及气

候条件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栽培马铃薯品种大多数

属于长日照类型! 在光照充足# 日照长的条件下能

促进花蕾的分化和形成! 尤其对某些开花量少的早

熟品种更为明显=)>" 马铃薯开花和杂交时期对温度

和湿度的要 求比 较 严 格" 适 宜 的 杂 交 温 度 为 *8"
#&#! 适宜杂交的空气相对湿度为 8&9"(&9" 哈

尔滨地区夏季日照时间长! 光照充足! 大部分栽培

品种在本地均能正常开花! 有的品种能 够天然结

实! 这是进行杂交的有利条件" 但马铃薯孕蕾期间

% % 月上旬至中旬&多为干旱少雨季节! 开花期间% %
月下旬至 ! 月下旬&又进入连雨时期! 晴天即为高

温天气! 因此杂交受到很大限制"
#&&) 年 % 月中旬本地持续高温干旱! 此时正

值早熟品种孕蕾期间! 东农 "&" 和中薯 ) 号的开花

受到很大影响! 花蕾形成不正常! 落蕾现象严重!
最为严重的是中薯 ) 号! 由于花期较短! 再加上早

期开花不正常! 导致可供授粉花数少于其它母本"
朱可夫也是早熟品种! 开花却比较正常! 且花期较

长! 受气候影响不大" 但朱可夫做母本杂交座果率

稍 低! 杂 交 结 实 的 组 合 父 本 为 7*8&&# ;<88&)&!
和 .#! 均为有野生血缘或有新型栽培种血缘的资

源材料" 成功和大西洋两个品种做母本花期长! 开

花繁茂! 杂交座果率较高! 杂交结实组合也较多"
做父本的以 .# 座果率最高! 杂交结实组合 % 个!
座果率均超过 "&9! 可见 .# 作为新型栽培种资源

材料表现了它花粉活性强# 做杂交父本容易成功的

特点" 7*8&& 做父本座果率也较高! 杂交结实组合

$ 个" 座果率在 8,"9"$),89之间"

8*(8几个马铃薯亲本的杂交效果评价’’’石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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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田间试验# 间作套种下脱毒马铃种植密度与产量关系密切$ 结果表明# !!" #$ 栽 %&&& 株 左

右# 能获得较高产量$

2ABC 间作套种% 马铃薯% 密度% 产量

DEFGC $&&’(&)(&*

"HIJC 蒋富友! +*!$(" # 男# 福泉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

主要从事农业适用技术推广$

KLMNOC ,-%$P ,%’’.$ QRSTUC / QVWOC +!"$(%!%-X$&&-Y&+(&&$&(&$

福泉位于贵州省中部# 黔南州北部# 由于受西

南季风气流的影响# 形成了春冷暖多变# 夏无酷暑

多伏旱# 秋凉多绵雨# 冬冷无严寒# 无霜期长# 雨

量充沛# 阴雨日数多# 云多湿度大# 太阳辐射弱的

气候特点$ 年平均温度 +’!# 年降雨量 + +&& ##
左右# 年日照时数 + +’$ 0 以上# 具有明显的立体

农业气候特点# 为马铃薯 的生产奠定 了基础$ 但

是# 粗放的耕作技术# 传统的老品种! 米粒" & 单行

稀植! 每 !!" #$ $&&& 株左右的间套种植"模式化种

植# 单产低# 品质差# 阻碍了全市大规模生产的发

展 # 为 了 改 变 这 一 落 后 状 况 # 福 泉 市 农 业 局 于

$&&% 年引种脱毒马铃薯# 并进行种植密度试验研

究# 初步提出高效栽培的密度指标# 为指导大面积

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Z [
试验品种为威芋 % 号$ 试验地设在福泉市牛场

镇独田村上马台组某农户责任地内# 土壤肥力中

等# 黄沙泥土# 海拔 +$-& ## 年平均气温 +%.$!$
!"# \]^_

试 验 共 设 ! 种 密 度 处 理 # 即 每 !!" #$ 种 植

+-&& 株! /+"& $&&& 株! /$"& $-&& 株! /%"& %&&&株

! /’"& %-&& 株! /-"& "#$$ 株! /!"# 采用随机区组排

列# 重复 % 次# 每小区面积 $& #$! - #% ’ #"$
!"$ \]‘a

试验地于 $&&% 年 * 月 +% 日翻犁地块# 种植方

式采用旱地分带轮作制即 $ # 开厢# + # 播幅在 *
月 $& 日播种 绿肥! 绿肥带 &.%% ## 来年压茬种 植

玉米 $ 行" # 留下的 + # 空带于 $&&’ 年元月 +$ 日

播种马铃薯 $ 行# 每 !!" #$ 施有机肥 $&&& 12# 地

产专用复混肥 ’& 12# 作底肥# 沟施# 先施复混肥#

对亲本育种价值的最终评价要根据其后代性状

的平均表现予以判定# 通过一年的杂交试验# 不能

对亲本的优劣进行任何的评价$ 但是经过一轮杂交

后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有用的信息# 即哪些具有

优良性状的品种和品系是可以在常规的杂交育种方

案中直接利用的# 哪些材料是无法用于杂交的# 不

能直接利用的材料只能通过如体细胞杂交等的其他

手段进行资源创新后再进入常规的育种程序$

# b c Q R $

3 + 4 孙慧生. 马铃薯育种学 354.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

3 $ 4 李成军# 张生. 克山马铃薯研究所杂交育种的障碍及解决途

径 364. 马铃薯杂志# +**"# ++! %" ’ +!&(+!%.

3 % 4 马恢# 郭振国# 温利军# 等. 生态因子对马铃薯杂交结实的影

响及杂交技术的研究 364. 马铃薯杂志# +***# +%! $" ’ )+()%.

3 ’ 4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中国马铃薯栽培学 354.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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