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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云南省马铃薯良种繁育

体系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张勇飞

�云南师范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 昆明 �������

自 ���� 年昆明
、

会泽等地开始推广脱毒

马铃薯至今的 ��余年间
，

脱毒马铃薯及配套

生产技术以其显著的增产效益逐渐引起了各

级政府和广大基层农业部门对它的认识与重

视
，

全省掀起了推广种植新品种脱毒马铃薯

的热潮
。

省政府对脱毒马铃薯的推�
‘ 一

工作也

十分重视
，
��，�年省政府将脱毒马铃薯的推

�
卜

‘

作为第一批重大农业科技
“
省长项 目

”
在

全省的 �� 多个县市推�
‘ 一 ，

���� 年又针
·

对脱

毒马铃薯工作召开了省政府第 �� 期办公会

议
，

决定将马铃薯的脱毒种薯生产纳入
“
良

种工程
”
进行重点推广

，

省地计划安排财政

投入 ���� 万元和信贷资金 ����万元
，

扶持

脱毒马铃薯种子产业化工程
，

并将省长办公

会议纪要即 《云南省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
‘

体

系建设会议纪要 》 下发各地组织实施
。

计划

收稿 日期
� ����一��一��

到 ����年使云 南 省的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
，

即 ��万 ���
为优质的脱毒薯所覆盖

。

上述政府的积极支持使马铃薯生产面临着一

个难得的发展机会
。

与此同时
，

对马铃薯脱

毒种薯生产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
，

尽可能地完善我省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

体系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

本文结合作者多

年从事马铃薯科研及脱毒技术推广工作积累

的一些经验
，

就脱毒马铃薯项 目中通常易被

忽视的方面谈谈 自已的看法
，

供同行专家和

脱毒薯体系建设的
一

有关项 目承担单位参考
，

以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

� 立足云南实际规划 良繁体系

在我省试验
、

推广马铃薯优 良种薯繁育

体系时
，

首先应对限制我省马铃薯生产发展

带诀带未
料安去书表案未丧来书艺岭未峨椒书椒来橄案去料

琳索案寮
料

妥
料杖

去晰索兴未带女来索
料

兴
株

宋
料

兴来峨科
未
料带椒峨淑水

料
报来水晰未峨方兴来晰未安雄晰众

要有连续不断的适宜我州自然气候
、

地理等

特点的品种在生产上应用
。

通过我所几十年

的研究表明
�

我州是马铃薯癌肿病病发区
，

且

马铃薯生长期内
，

温度低
，

雨水多
，

利于晚

疫病的发生
，

从外面引入的品种大多不抗癌

肿病或晚疫病
，

我州生产上应用的品种主要

还是要依靠 自已选育
。

但自前
，

在我州长期
、

专门从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的仅
一

有一个课题

组
，

而由于科研经费的投入不足
，

科研设施

简陋
，

研究条件差
，

致使新品种选育与试验

示范工作面临许多困难
，

今后如能投入更多

的物力
、

人力
，

连续不断地培育出在产量或

品质上具有突破性的良种
，

利用脱毒快繁技

术
，

在生产
，�

仁推广应用
，

对子促进高寒山区

人民解决温饱
、

脱贫致富及农村经济的发展

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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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杂志
，

第 �� 卷
、

第 �期
，
����

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

抓住生产中存在的最

主要 问题和 老百姓迫切希望解决的 困难
。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拟援助我省在云

南师大建立薯类作物研究所
。

在筹备阶段
，

联

合国专家专程来云南考察马铃薯的问题
，

专

家们明确提出
，

在云南建立马铃薯优质种薯

繁育体系一定要立足我省马铃薯量大
、

面广
，

一家一户分散种植
，

且主要集中在高海拔贫

困地区
，

老百姓教育程度低的省情和马铃薯

本身体积大
、

贮藏期短
、

运输困难
、

种植时

用种量大
，

种薯以 自留种为主 � 只有在贮藏

期间损失过大
，

迫不得 已才购买种薯的这一

作物本身的特点
，

来规划良繁体系的推广
。

� 采用因地制宜的留种方式

对于拟推广的马铃薯良繁体系
，

应该考

虑下面二 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
，

优质种薯项

目的实效性如何
，

推�“ 的体系生产出的种薯

是否比传统方法生产或从外调运的种薯在质

量
、

产量上是否明显优越 � 第二
，

群众现行

的种薯来源和种植方式有一定程度
，

甚至很

大的保守性
，

拟推广的种薯项 目是对传统做

法的一种易为群众接受的
、

行之有效的补充
，

而不宜对现行种薯制度有太大的改变
。

套用

欧洲发达国家的种薯体系的做法不一定符合

我省的情况
。

前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地区办事处主

任
、

著名的本艺学家
、

育种学家彼德博士也

提出
� “
任何地区或国家的种薯体系建设项 目

一定要在弄清楚限制本地区的马铃薯产量提

高的关键因素之后才能提出方案
，

否则
，

国

家种薯项 目的实施也可能成为一个传播
、
扩

散诸如青枯病
、

线虫病等病害的途径而带来

灾难性后果
。

在很多的热带高海拔地区 �如

印尼
、

菲律宾�
，

以脱毒为基础的国家种薯体

系成效甚微
，

因为
，

是别的因素
，

而不是病

毒
，

限制了产量的提高
。

在菲律宾
，

农民们

用自已保留了 �一�� 代的种薯种植
，

仍然能

获得 ��一������
�

的产量
，

病毒在这些地方
，

不是限制产量提高的因素
。
在缅甸

，
我们也

发现
，

在春旱继之以多雨和晚疫病存在的条

件下
，

产量的潜力较低
，

常在 �����耐 以下
，

脱毒的种薯并不能使产量提高
。

很多的种薯

项 目
，

花费了地方政府和一些捐资援助者的

大量投资
，

但并没有带来任何效益
。 ”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尊重老百姓传统的

留种体系的基础上
，

对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

进
，

如尽力提高农户 自留种的选留质量
，

尽

可能减少贮藏损失等
。

可以通过小规模的示

范基地
，
示范农户带头

，

对群众进行简易实

用技术培训
，

重点推广田间正选
，
和以漫射

光贮藏为基础的科学贮藏种薯方式和专用种

薯生产农业措施等手段来实现
。

组织培养可

以做为一个快速繁殖所需品种的手段在这一

过程中
，

起到补充作用
。

可以对老百姓这种成功的非正规种薯流

通模式给以很好的支持
，

即向一些种薯生产

区中挑选出来的生产技术好
、

耕作合理
、

水

平较高的农户不断提供少量的被非常严格脱

除病毒的高代种薯
，

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
，

而

无需到处都生产
“
脱毒种薯

” 。

� 严格检验脱毒种薯的质量

目前
，

我省虽然有较多的地方在生产
“
脱毒迷你薯

” �����������
，

但真正掌握脱毒

技术的不多
，

大多数是从一些科研单位引进

一些
“
微型薯

” ，

然后在不符合要求的网室内

播种
，

搞切段扦插繁殖来生产原种
。

所产种

薯未经权威单位检疫
、

检验
，

就以
“
脱毒

”
之

名 出售
，

难 免鱼 目混珠
，

甚至会造成病害

�如青枯病�和虫害 �如块茎蛾�的人为传播
，

今后
，

在我省的良种体系建设中
，

应
�

由解苹
部门对被分发到全省各地用作

“
核心种粉的

那一部分迷你薯
，

按照国家标准或参
�

照国外



对完善云南省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张勇飞
·
���

·

标准对带毒情况和主要检疫对象进行严格检

验
，

防止以次充好和严防人为扩散病虫害的

情况发生
。

检验时
，

必须生产者和检验者由

不同的单位充当
，

才能保证检验的准确性
。

� 推广抗晚疫病的品种

在我省的具体农业气象条件下
，
马铃薯

病毒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 一

相反
，
由真菌引起

的晚疫病则是马铃薯生产中压倒一切的主要

病害
。

云南省是全国晚疫病危害严重的地区

之一
，

该病在我省每年皆有不同程度的危害
，

严重者减产 ���
，

对产量
、

品质影响极大
，

病

毒性退化相对而言处于次要地位
。

现在我省

已推广的几个马铃薯新品种之所以高产
，

主

要不是因为它们是脱毒的
，

而是因为它们具

有比主栽品种
“
米拉

”
好得多的抗晚疫病能

力
，

这种抗晚疫病能力恰恰是品种的差异更

定的
， “
脱毒

”
并不能脱除此种病害

。

相反
，

国外和我国东北
、

河北的一些研究表明
，

同

一品种的脱毒薯 比未经脱毒薯更易感晚疫

病
。

在晚疫病原菌 日趋复杂
，

侵染力
、

毒力

更强的新交配型病原菌不断蔓延的今天
，

对

此要高度重视
。

有趣的是
，
���� 年国际马铃薯中心曾征

集全世界在马铃薯研究上有成就的科学家的

意
�

见
，

对马铃薯研究的重要和优先需要解决

的项目进行鳞选
，

其结果是晚疫病排在第 �

位
，

而脱毒雄术应用及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则

排到了第 �� 位
。

� 实施多种脱毒的方法

组织培养并不是获得脱毒种薯的唯一途

径
。

实际生产中对马铃薯种植材料进行脱毒

的技术可以分为三类
�

即实生籽途径
、

田间

正 向选择途径和茎尖分生组织离体培养途

径
。

实生籽途经和 田间正选途径利用的是本

身不带病毒的材料进行繁殖
，

结合拔杂去劣
、

刹苗先收
、

分别贮藏
，
这两种方法投资少

，

见

效快
，

操作简单
，

易为农民接受
。

而组织培

养是将已经感病毒的植株通过生物技术手段

将病毒脱除
，

相当于治疗手段
。

该法投资高
，

见效慢
，

程序复杂
，

不易为农民接受
，

适用

于技术素质高
，

生产以机械化
、

集约化经营

为主的发达国家
。

而田间正选和实生籽途径

均适宜在发展中国家以农户小规模种植为主

的模式中采用
，

我省马铃薯的
“
良种工程

”
应

注意吸收
、

采纳这些成功的经验
。

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
，

我国在去南省丽江
、

四川省凉山
、

内蒙古的乌盟等地实生籽的利用技术上曾居

国际领先水平
。

正是这一成果曾经影响了国

际马铃薯中心的研究战略调整
，

也直接促成

该中心与我国的互相学 习式的合作关系建

� 加强应用基础课题的研究

在大力推广抗病优 良品种的同时
，

还应

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

由于病原生理小种在不

断演化
，

侵染力和毒力更强的新的生理小种

不断出现
，

致使已有的一些原本抗病的优良

品种在种植几年后丧失对病害的抗性
。

建议

有关政府部门在抓好推广工作的同时还重点

资助
’ 一

�面几个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
马

铃薯的种质资源引进和保存
、

评价工作 � 对

危害我省马铃薯生产最为严重的晚疫病
、

青

枯病
、

癌肿病的传病媒介
，
发病规律研究 �病

原生理小种的鉴定和分布调查
、

抗性材料引

种鉴定 � 适宜特殊加工用途的加工型品种引

进筛选和应用研究等项 目
。

在马铃薯的应用

基础研究和种质资源的开发利 用
�

�多
一『功

夫
，

为我省正在蓬勃兴起的马铃薯生产发展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