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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晚疫病 （Phytophthora infestans） 是全世

界马铃薯产区的首要病害。我国西南山区生态条件
复杂�常年多雨高湿�近年来晚疫病流行猖獗�一
些原抗病较好的推广品种现感病日趋严重�很难继
续利用�极大地威胁着马铃薯生产的稳定和发
展。　　

晚疫病的防治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化学药剂
防治。目前使用的主要是有机二硫氨基甲酸酯类
（Oganicdithiocarbamates） 药物如代森锰、代森锌以
及有机锡化合物 （Organo-tin compounds）。二是抗病
育种�一直认为是最佳的防治方法。我国南方的一
些育种单位自50年代开始就将抗晚疫病育种作为
新品种选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2　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及危害

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依赖于气候条件�
多雨高湿有利于病原孢子的萌发和传播。马铃薯产
量损失取决于病害发生的早晚和流行速度。

西南山区年降雨量1200mm 以上�年均气温8
～17℃�随着海拔高度和纬度变化而异。近年来
该地区马铃薯晚疫病发生严重与其气候变化相关明

显。据湖北恩施天池山 （海拔1200m） 气象记载�
1989～1993年4～7月马铃薯生长季节�降雨量、
降雨日数以及平均相对湿度均较马铃薯丰收的

1988年上升。降雨量平均增加230mm�降雨日数
平均增加24d�平均相对湿度上升4％�导致晚疫
病近年来大流行。

晚疫病的危害造成马铃薯产量大幅度下降。以
湖北省建始县龙坪 （海拔1400～1600m） 为例�每
年 种 植 马铃薯2000hm2�因晚疫病的危害逐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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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湖北省鹤峰县中营坪 （海拔1700m）�1991年
与1988年相比�马铃薯播种面积由562∙7hm2增加
到了733∙3hm2�而单产却因晚疫病肆虐从11∙2t／
hm2下降到5∙6t／hm2�降低了50％〔1〕。湖北省恩施
地区马铃薯播种面积12万 hm2左右�晚疫病危害
面积近年高达50％～60％�产量损失为2t／hm2左
右�总损失相当于10万人口一年的口粮。据估计�
南方120万 hm2马铃薯�在晚疫病大流行的1990～
1991年�其产量损失高达360万 t�占正常产量的
1／3左右。全国估计因晚疫病所造成的损失每年在
10亿美元以上〔2〕。
3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的晚疫病研究
3∙1　晚疫病病原生理小种的组成及分布

我国北方的晚疫病病原生理小种主要有00、
0、1、4、1∙4、2∙4和1∙3∙4等7个〔3�4〕�而南方的
生理小种在此之前未见报道。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于1994年利用从 CIP 引
进的鉴定寄主�鉴定了从恩施不同海拔高度 （400
～1750m共14个点采集的28个菌株和海拔1200m
不同时期采集的6个株样�按基因对基因国际命名
系统〔5〕确定�恩施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病菌主要由
1、3、1∙3和4四个生理小种组成〔6〕。因鉴定寄主
不全�小种7是否存在还需进一步鉴定。

研究同时发现�生理小种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
域性。小种3在各地均有出现�小种1∙3多分布于
海拔1200m以上地区�而小种4则多出现于海拔
1200m以下地区。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病原生理
小种组成趋于复杂�这可能与高山气候条件复杂�
易导致小种变异有关。

二高山不同时间的采样结果表明�生长季节早
期�病原生理小种较简单�基本为1、3小种。而
生长后期则出现了1∙3复杂小种。这是否是苗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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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病性相对较强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3　晚疫病化学防治方法研究

化学药剂防治是国外防治晚疫病的主要方法。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从1986年开始�进行了药剂
防治晚疫病的试验工作�结果证明�利用瑞毒霉
（Ridomil） 防治晚疫病�其防效可达90％以上�平
均减少晚疫病损失40％以上〔7〕。从1993年开始在
恩施州大面积示范�1995年湖北省科委组织专家
组实地验收78∙7hm2�平均减少晚疫病损失42％。
至1999年全州累计防治面积达22万 hm2左右�增
加鲜薯115∙5万 t�为稳定山区粮食生产�立下了
汗马功劳。

1997年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还组织了西南省
区的晚疫病联合防治试验�从各试点的结果分析�
防效显著�现已在西南山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4　抗晚疫病亲本材料筛选

从60～70年代�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共征集、
保存、鉴定品种资源334份�从中筛选出高抗晚疫
病材料14份�其中引自 CIP 的材料3份。其后又
从保存的材料中鉴定出威176选2、CFK-69∙1等16
份抗晚疫病的材料�其中 CIP材料有 CFK-69∙1等5
份。

与国际马铃薯中心建立合作的研究关系�进一
步促进了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引种、鉴定、筛选、
创新各类资源的工作。仅1991～1999年九年间�共
鉴定品系 （试管苗和无性一代以上材料2514份次�
大部分属于CIP抗晚疫病群体改良材料。1987～1995
年还陆续引进206个杂交组合的实生籽�共筛选出
1992个单株进行进一步的抗性评价和选择。通过多
年鉴定�共筛选出高抗晚疫病的亲本材料14份�其
中引自 CIP 的材料如575049、388192-1、388192-12、
Ⅷ-24-4、392167-13、392167-20、391788-5、391794-3、
3931604等15份。尤其是388192-1和Ⅷ-24-4还兼抗
青枯病�是育种的宝贵材料。CIP 材料388192-12、
393160-4分别参加了杂种品系比较试验�分别比对
照品种Mira增产91∙3％和40∙95％�大中薯率高�综
合性状好�有较好的利用价值。南方马铃薯研究中
心新型栽培种轮回选择群体后代 Ns880407、
Ns8710049和Ns78-11-1等3份同时表现了较好的产
量性状�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这些材料遗传背景广�水平抗性强�其中抗性
和综合性状较好的已作为杂交亲本加以利用�为育

成优良品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抗晚疫病育种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的抗晚疫病育种始于50
年代末�由引种鉴定到杂交育种�走过了40多年
的历程。1958、1959年共引种鉴定了340余份材
料�筛选出Epoka、Mira、Aquila等比较抗病的国外
品种。60年代示范推广了产量、抗性和品质较好
的Mira�并逐步覆盖了整个西南山区�在生产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后至80年代�先后育成了双丰
收、676-4、74-6-9、783-1等较为抗病的品种。近
年又育成了高抗晚疫病的食用、加工兼用型品种
“鄂马铃薯1号”、“鄂马铃薯3号” 和 “南中552”�
现正在西南地区逐步扩大示范推广�在生产上发挥
效益。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的抗晚疫病育种策略是�
以抗病种质资源的鉴定筛选为基础�选择和创新具
有广泛遗传背景的亲本材料。以水平抗性为标准�
培育具有持久性抗性�符合生产和市场需要的马铃
薯新品种。同时积极开展抗病育种的基础研究�为
提高育种效率创造新的技术和方法。

在抗性评价上�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和适宜
于晚疫病流行的气候条件�采用混合生理小种接种
与田间自然发病鉴定相结合的方法�多年多点对品
种资源和杂交后代的水平抗性进行鉴定和选择。同
时还承担了国家马铃薯育种攻关项目的晚疫病抗性

鉴定任务。
在杂交后代的选择上�晚疫病抗性是实生苗世

代的首选指标。这种早代所表现的抗性�在其后的
无性世代分离较小。因此�在早代加大选择压力是
选育抗晚疫病品种、提高育种效率的适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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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脱 毒 马 铃 薯 品 种 比 较 试 验

栾运芳�陈芝兰�何　艳�次　柏�黄　界�钟国辉
（西藏农牧学院　林芝　860000）

摘　要：对内地引进的5个脱毒马铃薯原原种�与当地品种进行了两年品种比较试验�通过方差分
析�品种间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以新米拉、凉薯97产量最高�每667m2平均4100kg�3662∙5kg�分别
比对照增产70％和51∙9％。通过观察�新米拉、凉薯97中抗晚疫病�综合性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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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产量高�适应性广�营养和加工品质均

佳�是西藏人民喜爱的粮菜兼用作物。就西藏气候
条件而言�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非常
有利于马铃薯生长。但西藏的马铃薯生产�不论在
单产和总产水平上都很低�远远不能满足西藏人民
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西藏马铃薯生产的因
素除种植较粗放和一些真菌性病害的影响外�主要
原因是品种退化�而引起退化的直接原因就是病毒
侵染。因此�防止退化�发展马铃薯生产是急待解
决的问题。本研究目的是将内地优良的脱毒马铃薯
品种引入西藏�通过品种比较筛选出适宜西藏种植
的脱毒马铃薯种薯�再通过组培复壮生产无毒种
薯�加速繁殖�逐步解决西藏马铃薯退化问题�为
生产提供高产、优质的脱毒种薯�促进西藏马铃薯
生产的发展。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是脱毒马铃薯的原原种�1996年从
四川西昌农科所引进�共计6个品种�其中 HP2引
进薯重1∙6g／个；HP4引进薯重3∙2g／个；新米拉
3∙5g／个；凉薯97为2∙9g／个；台湾红为1∙7g／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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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品种为对照。
2∙2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2～3次�小区长
4m�宽3m�小区面积12m2�5行区�采用垄作栽
培�行距0∙6m�株距0∙2m�每667m2为5500株。

试验地位于西藏农牧学院实习农场�土质为沙
壤土�前茬玉米�地力较均匀�肥力中等。前茬作
物收获后灭茬�在播种前15d翻地�每667m2施磷
酸二铵30kg作底肥�并用呋喃丹2∙5kg处理土壤防
止地下害虫。播种时原原种为小种薯种植�对照品
种为切块种植�每667m2施磷酸二铵15kg作种肥。
播种时�按行距开沟�按株距将种薯放入沟内�然
后覆土成垄�覆土高度12～16cm。不施追肥�根
据降雨多少�在出苗期灌水一次�在现蕾期锄草培
土一次�开花期拔草一次。
2∙3　田间及室内考种项目

田间调查生育时期�出苗期调查出苗情况�开
花期调查株高、单株分枝数。收获时每小区随机取
样10株�进行室内考种�调查单株薯重�单株结
薯个数。用比重法测定各品种的淀粉含量和干物质
含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产量分析

供参试品种�以脱毒品种新米拉居第一位�每
Phytophthora infestans and genes controlling immunity in Solanum demissum
derivatives�Enphytica．1953�2 （3）：173～179
〔6〕刘晓鹏�谢从华�宋伯符．湖北恩施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病菌生

理小种的组成及分布．马铃薯杂志�1995�9 （2）：81～83
〔7〕刘介民�谢从华等．瑞毒霉 （Ridomil）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试验

示范．马铃薯杂志�1994�8 （2）：107～110

·147·西藏脱毒马铃薯品种比较试验－－－栾运芳�陈芝兰�何　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