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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夏马铃薯育种工作的重要意义
宁夏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地处黄土丘

陵沟壑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而成为我国
最早引种马铃薯的省区之一�马铃薯作为粮菜兼用
作物在本区种植所占比重很大�特别是在本区南部
干旱山区种植业中占主导地位。具有增产潜力大�
适应广�抗灾能力强等优点�对本区农民增加经济
收入�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和抗灾救灾起到了较大作
用。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马铃薯作为淀粉加工业的原料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以马铃薯为原料的系列产品开发�目前已成为宁夏
固原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在党中央实施
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决策下�
本区利用东西合作的大好机遇�近年来在国家的大
力扶持下努力培育地方支柱产业�加快地方经济的
发展�在利用地方优势资源�培育马铃薯支柱产业
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现在本区马铃薯种植面积
12∙99万 hm2�年产量已达171∙6万 t�自消量
（粮用、菜用、饲料用） 仅20万 t�商品薯151∙6
万 t。建成具有国际生产水平万 t 级淀粉生产线三
条。引进荷兰年产3000t 鳗鱼专用淀粉生产线一
条。各类小型企业2000余家�年生产马铃薯精淀
粉8万余 t。各类淀粉生产已在本区形成一定产业�
2000年又建成年产5000t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一条�
其加工能力和加工水平已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
对于原料的需求仍是这些企业的当务之急�而目前
本区马铃薯品种资源贫乏�产量低、品质差、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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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严重�农民科技意识淡薄�生产管理技术滞
后�马铃薯新品种�尤其是产量高、淀粉含量
适中、低还原糖的品种几近空白�因此马铃薯新品
种的需求迫在眉捷�加强马铃薯育种工作意义重
大。
2　宁夏马铃薯育种工作的现状

宁夏马铃薯育种工作和其它农作物相比起步较

晚�但从5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马铃薯育种、栽培
等研究课题�一些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为本区的马铃
薯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固原地区农
科所引进选育了一批优良新品种�如克新1号、克
新2号、虎头、郑薯2号、东农303等。70年代
到80年代采用品种间杂交及近缘栽培种种间杂交
先后选育出了宁薯1号、宁薯2号、宁薯3号、宁
薯4号等一些高产、优质、抗病品种�同时对茎尖
脱毒、茎尖组织培养、抗血清鉴定病毒、实生籽的
应用等进行了研究�这些科研成果在宁夏马铃薯生
产中得到了广泛推广并应用至今�曾将宁夏马铃薯
单产从60年代的400kg 左右／667m2提高到80年
代的700kg／667m2�生产面积扩大了51∙6％�单
产提高了75％。

进入90年代宁夏马铃薯生产由过去解决温饱
问题转向粮、菜兼用和商品生产为主。随着市场经
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许多小作坊和淀粉加工企
业应运而生�致使本区马铃薯生产面积由90年代
初期6万多 hm2猛增到90年代末期的12∙99万
hm2�鲜薯单产达13∙22t／hm2。在宁夏马铃薯生
产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但与世界许多发
达国家相比宁夏马铃薯单产低了近61∙4％�品种
仍较单一�科技含量低�栽培技术落后。在这种情
况下�本区一些农业科研、教学、技术推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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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品种改良、新技术的引
进与推广应用等工作�将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和马铃
薯脱毒快繁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应用列为区重点科技

攻关项目。由自治区科技厅主持�联合全区十余家
科研、教学、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进行联合攻关。其
中固原地区农科所以其雄厚的技术力量引进了

CIP-24、CIP-22、青引5号、一墩青、底西瑞、紫
花白等110份高产、高淀粉含量、抗病性较强的新
品种、优良品系材料�40多个品种的微型薯和杂
交组合的实生籽在本区进行扩繁、试验、示范、推
广。通过辐射、天然实生苗、杂交等育种途径选育
出优良品种3个�即宁薯5号 （高产、抗晚疫病、
抗花叶病）、宁薯6号 （抗旱性强并对花叶、卷叶
型病毒免疫）、宁薯7号 （高产、优质、白皮、白
肉、低还原糖）�且拥有很丰富的马铃薯品种资源。
自治区林业研究所通过马铃薯脱毒快繁技术引进、
推广马铃薯优良品种9个�即高淀粉型品种内薯7
号�油炸加工型品种大西洋、夏波蒂�菜用型品种
费乌瑞它等。固原、泾源、西吉三县生产脱毒种薯
大白花 （高产）、内薯7号 （高淀粉品种）、CIP-
22、CIP-24 （高产品种）、宁薯4号 （高产、抗病
品种）、中薯2号、中薯3号、US5号、克新1号、
克新2号、青薯168等近15个品种�种植面积已
达2万 hm2�占总栽培面积的16∙1％。宁夏南部
山区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已建立健全�拥有先
进的仪器设备�完备的种薯质量检测手段�过硬的
专业技术队伍和优良的种薯繁育基地�年可繁育原
原种微型薯0∙99万 kg�生产原种84∙90万 kg�
一、二级种薯19∙0万 t�这些举措使宁夏马铃薯科
研形势有了重大改观。

为了进一步推动宁夏马铃薯育种事业的发展�
使本区马铃薯生产跟上企业的需求和市场需要�于
1998年在宁夏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宁
夏回族自治区马铃薯产业科技工程领导小区�进行
马铃薯专用新品种的引进、选育；优新品种脱毒及
原原种工厂化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原原种、原种
及生产用种薯病毒再侵染情况调查及检测；良种及
大面积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主要病毒防治技
术试验与示范、贮藏技术研究等项工作。共引进选
育早熟、高淀粉、高产、加工专用4个类型165份
材料�设在几个不同生态区进行试验观察、鉴定筛
选、示范�初步鉴定筛选出了适合本区不同地区种

植的优良品种16份。其中高淀粉品种如青海 “94-
4”、“203”、甘肃 “93－5”、晋引1号等�中早熟
品种如早大白�春薯3号、春薯4号、中薯8号；
食品加工品种如底西瑞 （抗环腐病、晚疫病、品质
佳、芽眼浅、还原糖0∙13％～0∙16％） 等�晚熟
高产品种如宁薯8号等。建立了适合于马铃薯产业
发展的新型科研、开发、推广的技术服务体系�这
就将宁夏马铃薯科研与生产从整体上提高到了一个

较高的起点。
3　宁夏马铃薯育种工作的前景和目标

经过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40多年的努力�本
区在马铃薯品种选育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获国际农牧业科技成果奖1项 （宁薯5号获优秀产
品金奖）�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5项�特别是 “九
五” 以来�在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共引进选育
出了许多高产、抗病性较强、适宜本区不同气候条
件下种植的优良品种�如宁夏固原地区农科所选育
出的宁薯5号、宁薯6号、宁薯7号。西吉种子公
司引进选育的宁薯1号、大白花等等。这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宁夏马铃薯生产中品种单一�质量差的
问题�但目前本区在西部大开发�东西合作的大好
形势下�马铃薯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从
他们对原料的要求来看�这些品种还远远达不到加
工企业对专用型品种的基本要求。到目前在宁夏生
产中大量推广、应用的马铃薯品种有20多个�但
综合性状表现好的品种仅有10份左右�除宁薯5
号、宁薯7号、旱大白等少数品种外�其余品种加
工性能均较差�而且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般高产、
大面积推广品种�其加工性能都较差�加工性能较
好的品种因产量过低而在生产中难以大面积推广。
另外种性退化也是目前本区马铃薯生产中存在的严

重问题。
为了能尽快解决马铃薯加工企业和生产中的矛

盾�针对本区财力弱�科研基础力量薄弱等区情�
新阶段要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全精神指导下�增
强开放意识�加强区内外马铃薯科研机构之间的合
作与交流�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加紧进行宁夏
马铃薯育种工作�育成一批高抗病毒病、晚疫病、
高蛋白质含量、低还原糖、低龙葵素、薯型好�芽
眼浅、耐贮藏、丰产的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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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马铃薯育种现状及未来的育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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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建国以来�青海省马铃薯育种事业经历了由无

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道路�马铃薯育种工作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育成了高原系列号品种和青薯
168、青薯2号、下寨65、互薯202、青引5号等
优良的新品种�在生产上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高产、优质、高
效的现代农业对育种工作的要求日益复杂化、综合
化和高标准化�马铃薯现状不容乐观�本文就青海
省马铃薯育种现状回顾和今后育种方向做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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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海省马铃薯育种的回顾
解放初期�青海省马铃薯育种研究非常薄弱�

专门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仅有1～2人�生产上应
用的马铃薯品种主要以引进品种为主�当时播种面
积小、产量低�由于品种在生产上应用时间较长�
病毒感染较重�马铃薯环腐病、晚疫病大发生�60
年代起我省重视了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工作�研究人
员逐步增加�育种手段不断改善�开展了杂交育种
工作。70年代�由于高原4号、高原7号、高原8
号、下寨65等新品种在生产上的应用�才使全省
马铃薯生产水平得以恢复和发展。80年代注重了
品质资源的引进、保存、观察、筛选和利用研究�

　　首先在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的程序中必须选用无

病毒病害的 （脱毒薯） 标准品种作对照 （以便提高
选育新品种的水平）�采用自然变异选择育种、天
然实生苗育种、杂交育种、辐射育种等手段进行高
产育种：以提高单产水平为这一品种的主攻方向�
将马铃薯单产提高到37∙5t／hm2。抗病育种：以抗
PVX、PVY、PSTV、晚疫病、环腐病为主。品质
育种：选育出淀粉含量在14％以上�Vc含量在每
100g 鲜薯13 mg 以上�食味好、块茎圆、芽眼
浅、表皮光滑、商品薯率在80％以上�耐贮运的
早、晚熟菜用型品种和淀粉含量在20％以上�高
产、抗病、薯形圆、芽眼浅的淀粉加工专用品种�
以及还原糖不高于0∙3％�淀粉含量在14％以上�
块茎大小适中、均一、芽眼浅的炸片 （条） 品种。
抗旱 （碱盐） 育种：针对本区马铃薯播种面积
80％左右分布在干旱地区�另外还有10％左右的
盐碱地�而马铃薯是抗逆性强�适应广的高产作
物�与其它作物相比从中选出抗旱、抗盐碱的品种

比较容易�以解决干旱环境的困扰和充分利用盐碱
地资源。选育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类马铃薯优良品
种。

其次要加强马铃薯专用品种引进、生产示范工
作�坚持 “引育并重、引育结合” 的原则�在育种
工作基础上以育种目标为前提从其它省份或兄弟单

位拟引进马铃薯淀粉加工品种、食品加工品种、菜
用型的高产优质品种进行生产示范、筛选扩繁。

三是在育种程序中应采取措施�消除因病毒病
害而造成的失误。改进生产脱毒薯的技术�要继续
完善建立健全本区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以良
种良法配套为途径�以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把传
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通过深入试验研究和
调查总结�强化专业技术队伍�提高科技含量�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新技术对马铃薯发展的支撑
能力�使本区马铃薯播种面积突被13∙3万 hm2�
单产和总产将大辐度增长�尽快赶超世界水平�逐
步实现宁夏马铃薯生产、加工全面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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