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报告·

俄 罗 斯 马 铃 薯 育 种 的 研 究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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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1月20日至12月20日�黑龙江省农科
院马铃薯育种代表团在俄罗斯洛耳赫全俄马铃薯研究

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关于马铃薯抗晚疫病育种、高
淀粉育种及食品加工型马铃薯抗低温糖化育种的学习

和考察。我们感到俄罗斯的马铃薯育种开展的比较系
统�基础较好�许多经验可供借鉴。此外�由于气候
和地理条件相似�直接引种利用也是可行的�为了分
享我们的成果�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1　俄罗斯马铃薯育种的研究历史

俄罗斯的马铃薯育种起于1919年�当时主要
的研究部门是位于莫斯科郊区的科列涅沃马铃薯试

验站。1922年至1929年育成了前苏联的第一批马
铃薯品种———洛耳赫和科列涅夫斯基。其中洛耳赫
目前仍为俄罗斯三大主栽品种之一。1930年试验
站改名为马铃薯研究所�即现在的洛耳赫全俄马铃
薯研究所的前身。到目前为止�该所已育成了100
多个品种�其中35个品种是国家级审定品种。这
些品种中有理论产量每公顷可达50～68t 的�有
抗真细菌病害的�有抗马铃薯线虫的�有对 Y 病
毒免疫的�抗干旱的�还有适合工业加工的 （淀粉
及炸片、炸条等）。
2　俄罗斯马铃薯育种的研究现状

目前洛耳赫全俄马铃薯研究所是俄罗斯最大的

马铃薯科教中心。该所下属的育种中心有两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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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部和育种部。遗传部由农学博士雅什娜
（11个品种的育成者） 负责�下设三个科室：种间
杂种实验室�基因和细胞工程实验室�分子诊断和
配子育种实验室。育种部由生物学副博士斯科利亚
洛娃 （10个品种的育成者） 负责�下设三个实验
室：抗病毒育种实验室�抗线虫育种实验室�综合
性状优良及早熟育种实验室。主要育种方法是以常
规的有性杂交 （主要是种间杂交） 为主�结合基因
工程、细胞工程及2n 配子利用等生物技术手段。
新的育种方法已创造和获得了综合性状明显提高的

新品系和原始类型�这种新的育种方法可将马铃薯
育种进程由原来的12年缩短至6年。以前的育种
方向主要为鲜薯食用�而现在则转向了食品加工型
品种 （炸片、条等） 的培育。育种目标除了高产抗
病之外�还重点进行以下几方面的研究：①早熟及
中早熟育种 （代表品种为超早熟品种 “茹科夫斯基
早”；②抗病毒育种 （已培育出多个对 Y 病毒免疫
及抗多种病毒的品种）；③抗晚疫病育种 （比较突
出的是育成了早熟兼抗晚疫病的品种：成功）；④
抗旱育种 （代表品种为：资源）。品种资源方面：
目前保存200余份野生种和种间杂种�含有各种各
样抗性基因及品质性状优良的基因材料。当前�全
俄罗斯种植的马铃薯品种约有200多个�其中一半
是本国品种�有65个欧洲品种 （荷兰品种37个�
德国品种11个�波兰品种6个）�独联体33个
（白俄罗斯15个�乌克兰17个�摩尔多瓦1个）。
品种熟期组成：30％～35％属于早熟品种�19％为
中熟�16％为中晚熟�其余为晚熟品种。
2∙1　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选育现状

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选育是目前俄罗斯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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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工作的重点。目前的主攻方向是培育抗低温糖
化的食品加工型品种�此类品种的主要指标为干物
质含量＞20％�还原糖含量＜0∙3％�薯型好�耐
贮性强�且长期贮藏不易发芽。现已获得了一些抗
低温糖化的亲本材料 （已应用于育种当中） 及品
种�代表品种为：如拉民斯基�有效�波洛尼兹
基�在3℃条件下贮藏后�温度升至8℃�还原糖
含量基本不变。还原糖含量变化很小的品种有鸽
子�涅夫斯基�波梁斯基红。目前正在大量配制杂
交组合�筛选抗低温糖化的后代材料。其中�以拉
民斯基为亲本之一的杂种后代中有20％的无性系
抗低温糖化。

筛选食品加工型品种的炸制试验方法有两种：
①马铃薯切片后�放入90℃的热水中浸1～2min
再进行炸制试验；②在20℃条件下保存3周后再
进行炸制试验。育种方法主要以种间杂交为主�结
合多次回交�将野生种中的抗低温糖化基因转入栽
培种中。
2∙2　马铃薯抗病育种的现状
2∙2∙1　抗晚疫病育种

抗晚疫病育种是俄罗斯的马铃薯育种目标之

一�其研究水平居世界前列。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
个育成了早熟抗晚疫病的马铃薯品种的国家�因此
将该品种取名为 “成功”。抗晚疫病育种之所以取
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其具有丰富的野生种资源及多年

的遗传育种基础研究是分不开的。俄罗斯的马铃薯
种质资源异常丰富�目前保存的野生种及各种各样
的种间杂种200余份�育成的抗晚疫病品种有时具
有多个野生种的血缘�所以品种的抗病性也比较
强。主要的育种方法为种间杂交�目前利用种间杂
交的方法已获得120余份抗晚疫病的亲本材料。抗
晚疫病育种的方向同其它国家一样�由垂直抗性的
研究转向了重视水平抗性的研究。晚疫病的抗性评
价由田间目测与室内叶片及块茎分别接种的方法来

确定。每年在生长期间 （7月初～7月末） 进行室
内叶片接种�接种采用5～6个生理小种的混合菌
接种；而块茎的抗性鉴定于11月份收获后在室内
进行。
2∙2∙2　抗病毒病育种

俄罗斯抗病毒育种也比较先进�目前已培育出
了抗3～4种病毒的品种�尤其是已育成了对 Y 病

毒免疫的品种。其基本育种方法也为种间杂交�目
前已获得了100余份抗病毒的亲本材料。
2∙2∙3　高淀粉马铃薯育种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高淀粉马铃薯育种世界闻

名�俄罗斯高淀粉马铃薯品种的培育方法也为种间
杂交�并结合多次回交。利用这种方法已获得了
140余份高淀粉的亲本材料。从遗传学角度分析�
马铃薯高淀粉是多基因控制的性状�可通过多次杂
交累加基因�即可获得高淀粉马铃薯材料。高淀粉
与高产及商品率一般呈负相关�只有打破连锁�才
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种间杂交�引入优良
的基因。 “扎列娃” 是乌克兰著名的马铃薯品种�
这个品种的淀粉含量最高可达26％�块茎很大�
且高抗晚疫病�这个品种已经打破了连锁。利用这
个材料做亲本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已培育出了

3个高淀粉品种。
3　几点体会

（1） 我国目前马铃薯育种与俄罗斯相比�尚有
很大的差距�尤其是野生种利用与遗传基础理论研
究方面�已远落后于俄罗斯。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
野生种的利用和基础研究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提
高我国马铃薯育种的研究水平�争取在短期内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2） 我国加入WTO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优

良马铃薯品种已大量涌入我国�尤其是食品加工型
品种已在我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些品种也存在
着致命的缺点�如易感晚疫病和病毒病�退化速度
快等。如果我国能够培育出高抗晚疫病和病毒病的
食品加工型品种�在市场竞争中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才能与国外的品种相抗衡。我国目前已经拥有
了欧美等国的优良食品加工型马铃薯亲本材料�但
这些材料也均存在着易感晚疫病和病毒病的缺点�
俄罗斯的抗病种质资源材料的引入恰好能够弥补这
方面的不足�这对提高我国的马铃薯抗病育种 （尤
其是食品加工型品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俄罗斯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和气候条

件�尤其是其南部地区�干旱少雨�与我国北方的
气候非常相近�因此俄罗斯育成的品种更适合在我
国栽培�完全可以在我国直接引种利用。
（4） 全俄马铃薯研究所的育种机构设置比较合理�

分工也非常细致�已建立了灵活的奖励制度�极大地调
动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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