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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轮国家级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总结会于2001年1月17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中蔬卉园宾馆召开。来自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良繁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及其它省、市、自治区的参试单位的29名代表参加了本次总结会。马铃薯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屈冬玉博士�全国农作物薯类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农业大学陈伊里教授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全国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良繁处处长廖琴女士最后作了总结性讲话。

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第七轮区试各大片的总结汇报�指出和分析了以前区试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今后区试工作的调整方案�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1∙国家级马铃薯区试工作十分重要�它是国家级马铃薯品种审定的基础�是加速新品

种利用、良种区域化、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马铃薯生产水平和农民收入的重要环节。
2∙各区试点在经费紧、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坚持开展了第七轮区试任务�并取

得了较好的结果�有一批材料通过区试后�即将进入下一步的生产试验�为新的国家级马铃
薯品种的审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议一致推荐了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中心育成的88P55-
30和陕西安康地区农科所育成的922-30两个品系参加下一轮生产试验�并确定了试验点。

3∙尽管区试工作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经费严重
不足�致使区试点和人员不稳定�不能及时召开经验交流会和总结会；区域划分过细、参试
品种数量少、对照不合理、试验设计、数据记录和结果分析方法不一致、总结报告不规范
等。
4∙为更好地加强区试工作�今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改区试按大片划分为按

品种类型划分成早熟组、中晚熟组和加工组；全国确定30个区试 （其中14个区试点为早熟
品种区试点�16个为中晚熟品种区试点）；各区试点采用统一的对照并增加当地主栽品种为
参照；采用相同的试验设计、田间数据记录和结果分析方法�尽可能规范化和标准化；参加
区试的材料保证能得到4个以上在同一区域点的有效数据；适当增加各区试点的试验费用并
加强区试工作的管理�奖励优秀的区试点�取消不合格的区试点。

通过本次总结会议�今后的区试工作将按照 “公正公平、科学规范” 的要求�在各区试
点全体同仁的通力合作下�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多出品种、出好品种�为马铃薯产业化、农
民增收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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