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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铃薯二季作高产栽培新技术的调查报告

衣服平�史之煌�孟庆文�王瑞先�归　原
（青岛即墨市科委�青岛　即墨　2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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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马铃薯的高产栽培�世界各国的生物学家
和农学家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一个马铃薯品种连
续种植几代以后�即会失去种用价值�其原因是各
种病毒侵染而引起的。由此�而兴起了马铃薯脱毒
技术和脱毒种薯�及其脱毒马铃薯的高产栽培技
术。

众所周知�脱毒种薯的生产成本很高�从茎尖
剥离培养�无毒株系鉴定�脱毒试管苗扩繁�直至
由原原种扩繁3～4代生产栽培种�程序多�技术
要求严格。生产者使用栽培种一级种薯生产�也只
能用于当年�来年又需购买新的脱毒栽培种才能保
证不减产。即便这样秋薯夏季栽培时大面积烂种减
产�或因烂种造成绝产情况时有发生。

青岛即墨市段村镇前店村�中师毕业的侯成柏
老师�经多年试验总结出了 “马铃薯二季作高产栽
培技术”�并提出了依据此技术操作�年内在同一
地区�大田马铃薯作种薯�可稳产、高产。连年使
用该技术�春薯用秋薯作种�秋薯用春薯作种�不
但稳产、高产�而且稳中有增�该技术完全能够解
决秋薯夏栽的烂种情况。

这一观点的提出�与现在国际上马铃薯专家们
关于马铃薯低产 （退化） 的观点大相径庭。侯成柏
在 “马铃薯脱毒原原种春播成功” 一文中�提出
“马铃薯自身养分消耗多�生理功能减弱�是导致
马铃薯减产退化的根本原因”�而其试验研究成功
的 “马铃薯二季作高产栽培技术”是“缩短种薯贮

　收稿日期：2001－04－05
　作者简介：衣服平 （1951－）�男�即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
任�亲自领导组织了该课题的调研．

存时间�减少自身养分消耗”�保持种薯旺盛的生
理功能�是抗病高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早在1963年侯柏成就在自家的二分自留地做
试验�历经25个春秋�方法基本定位。又经
1988～1994年的发展、改进、完善阶段�形成了
以春、秋两大系列�根据不同种薯情况的9组配方
药物浸种�产生多效能核心技术�与系列栽培技术
相结合的成套完整技术。使之操作简单�易于掌
握�便于推广�更利于实行规范化、规模化的专业
生产。

该项技术的特点：①根据生产需要�随时打破
马铃薯的休眠期；②种薯、种块的创面成膜�具有
抗菌能力�不烂种；③芽苗粗壮、整齐；④能使马
铃薯保持原有种性�不变异�品质好；⑤抗病能力
增强�减少农药使用量；⑥生产势强�光合作用
好�产量高；⑦利用上一季成品薯中的小薯 （20
g）�或超小薯 （1～5g） 作种薯�节省了成本�变
废为宝；⑧利用未经脱毒处理的马铃薯品种�用此
法栽培�也可使产量和性状得以复壮；⑨提高了土
地利用率�增加了复种指数。
1994～2000年�侯成柏义务为本市石门、店

集、华山、营上、普东、留村、段泊岚、长直等8
处乡镇97户农民指导种春、秋马铃薯23hm2 之
多�均获得成功。1997年春�引种山东省农科院
鲁引1号脱毒马铃薯栽培种�至2000年连续自留
种�分别在1～4hm2的面积上实行二季作新法栽
培�春薯平均亩产在2000～2500kg�最高产量在
3500kg；秋薯平均产量在1500～1750kg�最高产
量2500kg。与5家实行一季作常规栽培方法的农
户进行比较�尽管它们年年引进脱毒鲁引1号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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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脱毒原原种春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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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春天收获的马铃薯脱毒原原种能否进行春播�

对此即墨市新绿马铃薯研究所在2000年春进行大
胆尝试。原原种个小休眠期长�能否打破休眠期催
出较粗壮的芽则是春播成败的关键。研究所用新的
科学配方药物浸种催芽�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春播也因此获得了成功。全过程按技术要求做�达
到的主要技术指标是：发芽率100％�大田苗率
100％�产量1300kg/667m2。

　收稿日期：200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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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用鲁引1号脱毒原原种50粒�分0∙5g、1g、
1∙5g、2g、2∙5g5个组�每组10粒。
2∙2　方法
2∙2∙1　建畦

3月5日在背风向阳地方建催芽畦�畦宽50
cm�长1∙2m�深30cm。畦底铺湿润松散壤土10
cm�并用200倍多菌灵、500倍甲胺磷喷畦底土�
然后盖膜�使畦内温度达10℃以上。
2∙2∙2　催芽

①割种：贴近原原种顶端中心芽眼1mm 处上
下纵斜切去一层薄皮肉；②浸种：用A组药液浸

种�一季产量均在1000kg左右。
2000年�即墨市科委为了进一步验证该项新

技术�为其提供了50粒0∙5～2∙5g的鲁引1号刚
收获的脱毒原原种�经试验也获成功。春播收获�
折算亩产1300kg�利用夏季刚收获的春薯作种�
种秋薯�11月5日收刨�折算亩产1661kg。

在2000年青岛市农业新品种、新产品展示展
评会上�侯成柏以即墨市新绿马铃薯研究所的名
义�向会议介绍、展示了他的 “马铃薯二季作高产
栽培技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青岛市农业局曲
修珂局长�亲自决定要在青岛作 “现收鲜马铃薯现
催芽试验”�并研究推广该技术；中国江北农业技
术市场、农业部常设技术市场基地部部长刘克波与
侯成柏联系�提出建基地问题。后有辽宁省本溪市
马铃薯研究所邱振波所长�请侯成柏去本溪市考察
气候条件�研究引进 “马铃薯二季作高产栽培技
术”。前后共涉及河南、辽宁、山东三省�与77家

单位和个人达成了引进该技术意向。事实证明�
“马铃薯二季作高产栽培技术” 是成功的�被生产
者所认可。而国际上关于病毒感染是导致马铃薯减
产的主要原因�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手段所证实
的。马铃薯脱毒技术首先是在国外兴起发展的。为
什么 “马铃薯二季作高产栽培技术” 在蚜虫传播病
毒的盛季�不仅不减产�而且可增产？为什么未经
脱毒的马铃薯品种�经该技术栽培可复壮原有性状
和产量？笔者自1997年起连续对该项技术进行过
调查和跟踪�对上述问题提出解说：在马铃薯生理
的特殊时期�使用该项技术的配方药物和方法�激
活了马铃薯自身固有的免疫功能�对病毒、病菌产
生免疫作用�使之不能够对其生长造成危害。此解
说是否成立�期望有高科技条件的研究人员能对该
项技术所引起马铃薯的生态、生理、生化机理进行
详尽的探究和论证。在马铃薯生产的高产栽培中�
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中国的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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