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结论与讨论

马铃薯种薯认证程序的建立将会极大地促进马

铃薯产业化的发展! 这不仅是现实生产的要求! 也

得到了发达国家的验证" 美国的维斯康新州会同其

他两州于 "#"$ 年 建立了马铃 薯种薯的认 证程序#
加拿大 %#"! 年引入该程序! 作为国家认可的程序!
到现在已演化为完整而科学的体系" 在该程序的制

约下! 高品质的马铃薯种薯$ &’’( )*+,+*%和高品质

的 马 铃 薯 食 用 薯$ +,-.’ )*+,+*% 的 生 产 就 得 到 了 保

证! 而后者正是马铃薯加工业的基础& 所以加拿大

能诞生象美康公司这样的世界马铃薯加工业巨头!
能形成从马铃薯生产到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欧洲

多数国家’ 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也纷纷建立了马铃

薯种薯的认证程序以促进本国的马 铃薯产业化 发

展! 我想中国也不应该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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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 言

黑龙江省地 处我国北端! 降雨中等! 气 候冷

凉! 无霜期在 /15361 ( 之间! 是生产马铃薯的阳

光地带&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黑龙江

省在克山’ 加格达奇’ 讷河’ 绥化’ 嫩江’ 鹤岗等

市县相继建立了比较大的种薯繁育和生产基地! 每

年为国内外提供大量的优质种薯和商品用薯& 伴随

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 马铃薯块茎病害的发生

也普遍加重! 严重影响了马铃薯种薯 的产量和质

量! 因此需要调查块茎病害的危害情况! 从而有针

对性地指导田间防治# 随着省际间’ 国际间调运薯

块量的增大! 马铃薯块茎通关量急剧增加! 需要探

索比较快速’ 准确的块茎病害的检疫方法! 以解决

大量马铃薯快速通关的问题! 为黑龙江省的马铃薯

特色经济做出贡献&

7 马铃薯块茎病害调查

秋天! 向农民购买 %111 个薯块! 从田间或薯

堆上随机抽取 %111 块茎! 用刀切开! 肉眼识别病

害! 对不确定的病害! 挑病菌放在培养基中! 带回

实验室镜检! 并记录病薯率& 经调查! 黑龙江省东

部地区普遍发生的病害有晚疫病’ 纺缍块茎类病毒

病! 疮痂病’ 环腐病# 局部地区发生的病害有) 软

腐病’ 干腐病’ 黑胫病’ 褐色心 腐病’ 黑色心 腐

病# 生理性病害如二次生长’ 绿皮’ 生理性开裂在

各地都有发生# 空心’ 黑心在局部地区有发生&
!"# "#$

块茎感病时形成大小不等’ 形状不规则’ 微凹

陷的褐斑& 病斑的切面可见到皮下组织呈红褐色!
变色区域之大小和厚薄! 依发病程度而定& 当温度

较高’ 湿度较大时! 病变可蔓延到块茎内部的大部

分组织& 随着其他杂菌的 腐生! 可使整 个块茎腐

败! 并发出难闻的臭气! 此种情况为湿腐型& 罹病

块茎在空气干燥’ 温度较低的条件下! 表现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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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褐! 变硬! 称为晚疫病的干腐型" 早熟品种普

遍感病! 而 晚 熟 品 种 比 较 抗 病! 早 大 白! 克 新 !
号! 尤金等早熟品种发病重! 黄麻子发病较轻! 克

新 "# 号较抗病" 农家品种表现出对晚疫病高抗甚

至免疫" 调查中还发现! 今年的晚疫病在田间普遍

发生! 但没有大面积流行! 病薯率不高! 可能与夏

季低温# 干旱有关"
!"! !"#

本病是细菌 性病害! 病株 根# 茎部维管 束变

褐! 块茎发病! 横切病块茎可见维管束变为乳黄色

以至黑褐色! 皮层内出现环形或弧形坏死部! 故称

环腐! 切开薯块! 无菌脓溢出" 轻者只局部维管束

变黄! 呈不连续的点状变色$ 重者整个维管束环变

色! 或呈环状腐烂! 严重时可引起皮层与髓部组织

分离! 表皮可出现裂缝" 受到其它腐生菌二次侵染

时! 块茎内可形成空腔" 经储藏块茎芽眼变黑干枯

或外表爆裂! 病蔓有时溢出白色菌脓" 调查发现!
农家品种和外调查品种环腐病相对较重"
!"# $%#

块茎发病一般是从连结匍匐茎的脐部开始" 感

病初期! 脐部略变色! 稍后! 病部扩大并呈黑褐色!
髓组织亦变黑腐烂呈心腐状! 最后整个块茎腐烂"
受腐生菌二次侵染! 可湿腐! 并有恶臭味" 本地黑

胫病普遍发生! 但块茎显症并不明显! 过水地块发

病明显"
!"$ &’()#

这是由类病毒引起的一种病害! 在田间普遍发

生" 患病薯块块茎变长! 呈梨形! 薯皮龟裂! 芽眼

明显变深" 在种植脱毒马铃薯田仍可发现纺锤块茎

病"
!"% *"+

干腐病是最为严重的贮藏期间的病害" 病菌侵

入块茎后! 在干燥的条件下! 由于腐烂一层! 干缩

一层! 以致患病处的外皮起皱! 形成一轮一轮的皱

纹" 外部菌丝体清楚可见" 块茎干枯时变硬" 在潮

湿条件下! 再次腐烂" 侵染的块茎! 块茎表面是

白色的菌丝" 侵染的组织和健康组织之间的模糊交

界处! 呈灰白色菌丝" 发现干腐病的地块都是地上

部分已经枯死 $% & 以上的地块! 地上植株刚刚枯

死的收获田! 没有发现此病"
!"& ,-#

在块茎上有 几种类型的 病斑发生" 它 们可能

是浅的或网状的! 深的或小坑状的! 或者凸起状!
好象薯块上长的疮疤" 它们从大小到形状都不同!
但通常是圆形而且直径不超过’% ((" 它们可以相

互结合! 所以使得块茎表面大部分被感染" 细根可

能也会受害" 需要注意的 是粉痂病的 弹坑状深病

斑! 同疮痂病的凹陷的病斑非常容易混淆" 在土壤

粘重的地块疮痂病发生严重! 脱毒种薯田也有一定

数量的疮痂病发生" 调查发现汤原县鹤立乡一感病

% 黄 麻 子 & 混 入 种 田 ! 导 致 疮 痂 病 发 病 率 达 到

)%%*" 可见种薯带菌可使疮痂病大面积传播"
!"’ ."+

此病主要发生在块茎上! 病菌只能经由皮孔和

伤口侵入块茎组织" 块茎皮孔受侵染后形成微凹陷

的病斑! 淡褐色至褐色! 呈圆形水浸状! 从伤口侵

入时块茎上形成的病斑一般形状不规则! 微凹陷"
软腐病在潮湿温暖条件下! 块茎很快扩大呈湿腐状

表 " 马铃薯块茎病害调查’ $%%$ 年 ! 月 "#$日(

中国马铃薯! 第 !" 卷! 第 # 期! $%%&/"+%/

调查地点 品 种
面 积

’ ’’()$(
块茎病害种类

病 薯 率

’*(
备 注

七台河市

大个岭
农家品种 +

晚疫病

软腐病

双鸭山市 黄麻子 ,
疮痂病

类病毒

晚疫病

桦南县

明义乡
农家品种 (-.

晚疫病

干腐病

类病毒病

褐色心腐病

黑色心腐病

勃力县

青山乡
农家品种 /.

干腐病

黑胫病

黑色心腐病

类病毒病

勃力县

良种场
克新 /0 号 0%

晚疫病

类病毒病
脱毒种薯

集贤县

丰收村
克新 1 号 2

晚疫病

类病毒病

鹤岗市

蔬园乡
早大白 /’

环腐病

晚疫病
留种田

汤原县

鹤立乡
黄麻子 &

疮痂病

晚疫病
调入种

佳木斯市

松江乡
农林 3 号 /. 晚疫病 脱毒种薯

佳木斯市

南郊
中薯 4 号 (-.

环腐病

环腐病
脱毒种薯

桦川县

谷大村
农家品种 "

类病毒病

环腐病

笔架山农场

十分场
农家品种 %-.

软腐病

黑胫病

环腐病

宝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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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新 /0 号 /% 类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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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软! 髓组织腐烂! 呈灰色或浅黄色! 病组织与健

康组织界限分明" 块茎染病多由皮层伤口引起! 薯

块组织崩解! 发出恶臭" 受水淹地块能发现软腐病

病薯! 在高岗地没有软腐病的发生! 这是因为! 田

间湿度过大引起皮孔扩张! 病菌极易侵入" 在受淹

地块发病可达 !"#$%&"

’ 病害防治情况调查

目前所调查的地块! 农民对大多数病害没有防

治措施! 局部地块对晚疫病进行了化学防治! 防治

马 铃 薯 晚 疫 病 主 要 使 用# 雷 多 米 尔$%& 甲 霜 灵 锰

锌$%& 代森锰锌$进行叶面喷雾! 调查发现! 绝大

多数能在现蕾和初花期施药! 防治效果比较 好 $(&’
农户小面积自留蔬菜田基本不防治晚疫病! 各地对

马铃薯环腐病的防治! 主要是切块时! 剔除环腐病

薯! 但是很少切刀消毒! 防效并不理想" 在佳木斯

市郊区大面积种植马铃薯的农户! 是通过种植脱毒

马铃薯来防治各种病害的! 效果较好"

! 马铃薯块茎类病害通关检疫

!"# !"#$%&
马铃薯纺锤块茎类病毒( )*+,-) ! )*+,- 的结

构是高度碱基配对棒状的单链闭合环状 ./0 分子*
应用互补 1/0 探针核酸斑点杂交和往返电泳的方

法进行检验* 免疫电镜可以辅助检测! 免疫电子显

微镜法比常规的电子显微镜法灵敏 %""" 倍! 可有

效地检测出薯块中的类病毒粒子*
!"$ ’(%%)

显微镜检疫法+ 晚疫病菌的寄生性很强! 在普

通培养基上不易培养! 但在消毒的纯马铃薯培养基

上生长良好* 显微镜检! 可见孢子囊呈卵圆形! 无

色! 有一层被膜! 顶端稍厚! 呈乳头状突起*
!%& *+,)

指示剂变色 检疫法+ 疮痂 病原菌是一 种放线

菌! 菌体呈丝体! 很细! 用解剖针挑取薯皮开裂处

粉末! 放在马铃薯琼脂培养基上! 培养 ’ - 后! 病

菌产生和形成白色以至黄褐色的圆形菌落! 并能使

骨胶慢慢液化! 使石蕊牛乳变蓝而凝结*
!%! -.,)

显微镜检疫法+ 由镰刀菌所引致的! 但是镰刀

菌属中有许多个种! 都可以引致马铃薯的干腐病*
挑取病部组织做成切片! 显微镜下观察! 可见分生

孢子基本上是镰刀状或新月形*
!%’ /.,)

革兰氏染色检疫法+ 此菌是一种杆状细菌! 挑

取块茎内病菌! 在显微镜下可见几个相连的菌体呈

, 形, 2 形和 3 形* 检疫时需挑取病薯维管束的乳

黄色菌脓涂片! 革兰氏染色测定呈现阳性反应*
!%( 01,)

抗生素检疫法+ 黑胫病欧文氏菌! 是一种杆状

细菌! 在含果胶酸钠的选择性培养基上形成菌落处

产 生 凹 陷* 加 入 %"#红 霉 素 后 ! 菌 落 继 续 生 长!
对红霉素不敏感* 温度高于 ’4! 时菌落不能生长*
!%) 2.,)

抗生素% 生长温度检疫法+ 菊欧文氏菌! 在培

养基上与黑胫病菌长相相似! 区别是此菌对红霉素

敏感* 加入红霉素后菌落停止生长! 此菌生存的温

度范围大! 在 ’5! 时仍可生长*

" 建 议

( #) 种植马铃薯应适期收获! 晚熟品种适当早

播! 早熟品种适当晚播! 如本地区克新 %’ 号 6 月

% 日以后即可播种! 早大白留种田最好在 4 月 % 日

以后播种* 避免收获时! 地上部分植株过早死亡!
使块茎发生病变*

( ()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脱毒薯生产基地!
许多科研和生产单位都能提供优质% 高产% 各种熟

期的脱毒种薯! 建议地方农技推广部门! 引进一些

适合本地的优良脱毒种薯! 在本地区推广试种! 减

少病害的发生! 提高单产! 提高脱毒薯的覆盖率*
( $) 晚疫病仍是马铃薯块茎病害防治中的重点!

尤其对于早熟% 新引进的品种更应该加强防治* 可

在花期! 每隔 7 - 喷一次& 雷多米尔$进行预防! 根

据天气预报! 在雨季到来前加喷一次药剂* 为此!
防治住晚疫病! 将大幅度降低马铃薯块茎病害*

( %) 目测有病的薯块! 如使用上述马铃薯的快

速通关检疫方法! 仍检不出病害! 应将薯块种植于

防虫温室或网室保持发病适宜温度观察幼苗症状!
以防止马铃薯块茎病害传入或传出*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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