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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癌肿病是国际国内检疫对象，是
马铃薯生产上的毁灭性病害，它具有危险性
大、 防治非常困难的特点。 贵州省毕节地区
赫章县自1986年首次发生马铃薯癌肿病至
今已不同程度地扩散蔓延到27个乡镇，发
生面积504hm2，据调查一般地块损失40％
左右，重病地块损失80％以上，甚至绝产无
收，严重地影响我县马铃薯产量和质量。 一
些重病区农户因主栽的马铃薯因病绝收，生
活无着落，要求政府搬迁。为恢复病区生产，
稳定灾民，我站协同地区站于1989年对该
病进行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于1994年筛选出
一批抗癌、 高产、 优质的新品种 （系） 。 为进
一步试验鉴定这些品种 （系） 的抗病性、 适
应性、 丰产性，笔者特在重病地区设立多点
试验研究。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品种
威芋3号、 743-39、 822-17 （ 毕抗01

号） 、794-30（毕抗02号） 以及米拉，以河坝
为统一对照。
2.2 试验方法

试验选择于兴发乡石营村民组、 珠市乡
跃进村民组、 水塘乡倒石碑组、 结构乡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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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组，杨开明等农户的责任地上。 土壤分
别为灰泡土，冬闲，肥力中上等，海拔高度
为2230m、2120m、2100m、2050m。 试验采
取随机区组排列，重复3次，小区面积10m2。
于3月31日统一播种，667m2施优质圈粪
1500kg，过磷酸钙25kg，667m2播种密度为
3700株，播种时每株施接菌种2g。苗期中耕
培土2次。 发病情况调查分别在成株期和收
获期进行。

3 结果与分析

3.1 癌肿病田间发生情况
从4个试点调查资料看出，威芋3号、

822-17、794-30、743-39、 米拉品种 （系） 在
4个试点都表现高抗癌肿病，只在须根上表
现症状，而地上植株及地下薯块都无任何症
状。 据6月3日野里点调查6个品种，除对
照种河坝品种发病外，其余5个品种都未发
病，河坝品种植株发病率为10.2％，块茎发
病率为1.7％，收获时调查河坝植株发病率
为100％，块茎发病率为78％。743-39、威芋
3号、794-30、822-17、 米拉品种块茎发病率
为0，须根发病率 （ 窝 ） 依次为14.3％、
12.5％、 11.1％、 9.1％、 20％。

珠市点在苗期调查，威芋3号、822-17、
米拉、 743-39、 794-30仅是须根发病，其发
病率分别为10％、 20％、 30％、 20％，794-
30发病率为0，河坝窝发病率为90％。 收获
时调查河坝植株发病率为80％，块茎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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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6.8％，其它5个品种只是须根发病。
水塘点对须根发病的威芋3号、822-17、

743-39、794-30、米拉品种未作详细记录。仅
在收获时对河坝品种进行调查，其发病率为
46.6％，病薯率为38.8％。

结构点调查，威芋3号、743-39、794-30、

米拉、 822-17窝发病率 （ 须根 ） ，分别为
11.4％、 14.6％、 15.9％、 6.5％、 10.3％、
19.7％，河坝窝发病率100％，块茎发病为
90.2％。
3.2 产量

根据表1各试点小区产量结果进行方差
表1 马铃薯抗癌肿病各试点的小区产量结果 （单位： kg）

试验点 区组 V1 V2 V3 V4 V5 V6 T r. T L..

L1
Ⅰ 23.6 23.0 20.3 23.6 17.8 9.0 117.3
Ⅱ 25.7 22.7 20.8 20.3 18.5 5.8 113.8
Ⅲ 31.8 26.3 26.1 24.6 18.5 4.1 131.4
T rL. 81.8 72.0 67.2 68.5 54.8 18.9  362.5

 

L2
Ⅰ 29.7 24.5 18.4 19.9 14.2 8.3 115.0
Ⅱ 26.4 27.1 23.8 28.7 17.9 6.8 130.7
Ⅲ 27.9 23.6 21.6 25.1 17.5 5.4 121.1
T rL. 84.0 75.2 63.8 73.7 49.6 20.5  366.8

 

L3
Ⅰ 20.5 17.6 16.0 19.0 16.8 7.8 97.7
Ⅱ 21.1 19.5 17.2 20.0 17.5 8.4 103.7
Ⅲ 19.7 19.1 15.2 18.3 15.1 9.2 96.6
T rL. 61.3 56.2 48.4 57.3 49.4 25.4  298.0

 

L4
Ⅰ 14.7 16.0 17.8 14.3 14.9 7.8 85.5
Ⅱ 16.1 16.0 13.2 15.5 10.3 9.4 80.5
Ⅲ 14.6 12.5 14.0 13.6 11.0 9.0 74.7
T rL. 45.4 44.5 45.0 43.4 36.2 26.2  240.7
T r.. 271.8 247.9 224.4 242.9 190 91.0  T…1268

  注： L1为野里、 L2为诺素、 L3为结构、 L4为水塘点。 V1为威芋3号、 V2为822-17、 V3为743-39、 V4为米拉、  
V5为794-30、 V6为河坝 CK。

分析，品种间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品种间的产量差异： 威芋3号平均产量

1510kg／667m2，比 对 照 品 种 河 坝 增 产
198.83％，增产极显著，与822-17、 米拉比
无显著差异。

通过对各品种的直线回归分析，并结合
品种的自身产量情况看，参试的6个品种威
芋3号、 822-17、 米拉、 743-39平均产量较
高，但回归系数大，说明这些品种在有利的
环境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增产幅度，具有特殊
的适应性，794-30虽然回归系数小于1，但平
均产量不高，说明该品种在不利的环境条件
下能有一定的产量，而在有利条件下也不会
获得很高的产量。 河坝品种平均产量低，虽

回归系数小，无论在有利或无利条件下都不
会增产，所以不宜种植。

4 讨 论

在本次试验中表现抗病高产的品种是威

芋3号、822-17、743-39，应加快繁殖推广步
伐。

米拉品种是60年代引进的品种，品质
好、 产量高，是我国的主栽品种，近年来退
化混杂严重，应加强去杂去劣，不断提高种
性。

794-30抗病、 品质好、 生育期较短、 植
株紧凑、 杆矮，适宜在芋包套作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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