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7个点增产�1个点减产�增产点达87∙5�平
均产量1498∙8kg／667m2�比 CK （晋薯7号） 产
量1334∙4kg／667m2增产12∙3％�居参试品系首
位。1999年区试第二年�试验点9个�9个点全部
增产�其中7个点居第一位�2个点居第二位�增
产点达100％�平均产量1132∙5kg／667m2�比CK
（晋薯7号） 产量938kg／667m2增产20∙7％�居
参试品系首位。两年平均比 CK 增产16∙5％。

生产试验结果�1999年生产试验�试验点9
个 （其中忻州一点没有结果）�通过8个点产量结
果汇总�晋薯11号平均产量1116∙7kg／667m2�
CK （晋薯7号） 平均产量936∙4kg／667m2�比
CK 增产19∙3％。综合各点情况�说明该品种适应
性强�产量稳定�尤其1999年持续高温干旱情况

下�各点均表现良好�其耐旱性较强。
3　主要优点

该品系生长势强�耐干旱�薯块大则整齐�
100g以上大薯率81％�1996年小区产量测定�所
有薯块平均�单块均重129∙3g�大薯测定�平均
单块重228∙3g�是商品价值较高的优良品系。
4　栽培要点

该品种适应范围广�可替代山西、陕西、内
蒙、河北大部分高寒、干旱地区退化品种。不同生
态条件和不同地块均可种植�播前施足底肥�最好
集中窝施�有灌水条件的地方在现蕾开花期注意浇
水并追肥�适宜播种密度为4000株／667m2。

2001年全国马铃薯种薯生产产业化研讨会
会　议　纪　要

　　2001年7月8日～11日�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大雁
召开了全国马铃薯种薯生产产业化研讨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屈冬玉博士、秘书长陈伊里
教授等7位领导参加了会议�有孙慧生、宋伯符、孙光祖等10位知名专家参加了会议并做
了专题学术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厅尚金荣副厅长、科学技术厅马强副厅长、鄂温克族自
治旗布仁书记、陈占柱副旗长、呼伦贝尔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何清海等单位领导
及来自全国16个省区的12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承办单位大雁合兴农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会议开得有声有色。

会议在听取了专家们的学术报告之后�参观了大雁合兴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脱毒马铃
薯良种繁育基地�考察了大雁地区发展脱毒马铃薯良种生产的优势。与会的各位专家一致认
为�大雁的种薯基地建设起点高、档次高、步子大。大雁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繁育马铃薯优
良种薯的综合条件�是防止种薯病毒型退化的优良自然区域�是繁育优质种薯难得的一方
“净土”�是建立国家级种薯基地的最佳区域。

会议指出�既然大雁是一块无污染的净土�那么就要千方百计的保护好这块净土�发挥
自然优势�扩大种薯生产的产业化规模�为马铃薯的产业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与各位专家对马铃薯产业化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一致认为�
实现种薯生产产业化�必须严格进行病毒检测�强化田间病害监控�保证可持续发展。与此
同时�必须稳定和拓宽销售市场。与会代表对中国马铃薯种薯生产产业化充满了信心�中国
马铃薯产业必将有一个大发展。

会议历时三天�在团结、和谐、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　

　　　　200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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