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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从病原菌生理小种
、

交配型
、

药剂防治效果及抗病筛选和育种等方面

介绍 了我国马铃薯晚疫病的研究进展
�

我国发现的病原菌类型以 �号为主
，

占鉴定

总菌株数的一半以上
，

伴随着品种含 �基因的增多使晚疫病菌逐渐产生毒力基因

是导致品种抗病性丧失的原 因
�

����年交配型 ��的发现表明我国的马铃井生产又

受到了新的俊染和毒力强的菌株的威胁
�

瑞毒霉系列药剂应用的防治效果因菌株逐

渐积系抗药性愈来愈让位于抗性育种的防治
�

在过去的十年里
，

我国从国际马铃井

中心 ����� 引进的资源中选出了数个抗晚疫病和高产的品系
，

并且应用 于生产
，

效益十分显著
�

近两年从 ��� 引进的具有水平抗性的群体 � 更是抗晚疫病育种的

优秀材料
，

可望这些材料的优良性状能尽快应用于生产
�

文章的最后
，

就我国马铃

薯晚疫病今后的研究方面
，

作者认为加强国际合作
，

统一协调的研究规划和合理的

良种繁育体系是抗性育种成功的关健
�

其它方面诸如预侧预报系统的建立
、

病菌变

异性的研究和卵袍子生物学及流行学的研究则是有效控制晚疫病爆发的必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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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止一

育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马铃薯生产国家之

一 近年来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改革和进

步
，

马铃薯生产有迅速发展 的趋势
。

至

����年
，

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达 ��� 多

万 公 顷
，

比 ���� 年 扩 大 �� � 单 产
��

�

�������，

比 ����年提高 �� � 总产

����万吨
，

比 ����年增加 ���
，

在限制马铃薯生产发展的各种因素中
，

晚疫病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生产马铃薯

的东北平原
、

华北北部高原和西南山区
，

夏

秋多雨
，

气候湿润冷凉
，

马铃薯晚疫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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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普遍而严重
，

流行预繁
�

在大流行的年份

如 ���� 年
，

产里的损失几乎达到总产量的

���
�

在一般的年份
，

因晚疫病而造成的损

失也约占总产量的 ��� 一���
�

据粗略地

估计
，

全国每年因晚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为 �� 亿元人民币以上
�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

我国的农业研究

院
、

所和大专院校对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规

律和流行条件
、

预测预报方法
、

病原菌生理

小种的鉴定
、

药剂防治方法和选育抗病品种

等
，

曾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

绩
�

但是
，

这些研究课题多半是 自发的和零

星分散的
，

缺少组织和系统性
�

而且
，

更由

于与国外的同行缺少合作和交流
，

参考资料

不足
，

研究思路的深度和广度均受到限制
，

材料和方法等也不够先进
，

远不能适应形势

发展的要求
�

自 ��年代末和 �� 年代初以来
，
��� 在

与我国合作研究的项目中
，

特别重视晚疫病

防治研究的问题
�

多年来
，

一直保持着晚疫

病合作研究的项 目
，

并把它放在重要的地

位
�

国际马铃薯中心来华的科学家和在华举

办的各种培训活动
，

给我国带来了国外晚疫

病研究的最新知识和信息
，

促进了我国这方

面研究的进展
�

同时 ‘ ��� 无偿地提供我国

数百份抗晚疫病的种质资源
，

包括最新提供

的宝贵群体 �种质资源 �� 个组合近 �万粒

杂交实生种子
�

利用这些种质资源
，

已育出

了一些适于我国不同生态条件的抗晚疫病品

种和品系
，

它们正在或将要在我国的马铃薯

生产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

本文简要介绍我国马铃薯晚疫病研究的

进展
，

并提出了建议
�

� 研究进展

�
�

� 关于病原菌交配型和生理小种的研究

�
�

�
�

� 病原菌交配型 ��的发现 过去认为

只在墨西哥存在着晚疫病的交配型 ��
，

��

年代以来
，

此种类型的病菌已传播到英国
、

瑞士
、

瑞典
、

德国
、

爱尔兰
、

法国
、

嗬兰
、

以色列
、

美国
、

秘鲁
、

埃及
、

日本
、

印度和

俄罗斯等国家
�

我国大陆是否受到交配型 ��的侵人始

终是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间题
�

最近河

北农业大学张志铭等 ������从 ����年采

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份标本的菌株培养物中
，

发现了交配型 ���

这种交配型 ��
在与交配

型 � �配合时
，

在 ��℃下培养 �至 �周
，

即

可形成卵抱子 ���������
�

交配型 ��
占新

采集的菌株的 ���左右
�

卵抱子形成量为

每 ���培养基 �� 个左右
�

交配型 ��在我国的发现说明
，

我国的

马铃薯生产已经受到了新的侵染和毒力更强

的菌株的威胁
�

原有的依靠 � 基因抗性育

成的抗晚疫病品种将在新菌株的侵染下纷纷

失去抗晚疫病的能力
�

面对新出现的威胁
，

我国必须制定新的防治策略
�

�
�

�
�

� 病原 菌主要生理 小种 的鉴定 病原

菌的毒力变化是病害流行的重要条件
�

我国

目前广泛种植的品种绝大多数是含有 � 基

因的
�

所以有必要研究晚疫病菌生理小种的

组成
、

分布和演进动态
�

��年代
，

张明厚和黄河等曾报道了对

华北和西北地区晚疫病菌生理小种的鉴定结

果
，

共有 ��
、

�
、

�
、

�
、

�
�

�
、

�
�

�和 �
�

�
�

�

等 �种
，

以 �号小种为主
，

在所收集的 ���

个菌株中占���
�

����年
，

刘晓鹏等报道了对湖北恩施

地区马铃薯晚疫病菌生理小种的鉴定结果
�

小种的组成为 �
、

�
、

�
�

�和 �
，

以 �和 �
�

�

为主
�

同时也发现了具有对 ��有毒力的菌

株
。

‘

张志铭等 ������ 在生理小种初步鉴定

中发坑
，
����年新采集的菌株除含有对

� 、 、

��
、

��和 ��
的毒力基因外

，

也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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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 、

��。 、
���和 ���毒力基因的菌株

�

上述的研究结果说明
，

随着品种含 �

基因的增多
，

晚疫病菌能很快适应而产生相

对的毒力基因
，

使推广品种丧失抗病性
，

所

以 � 基因的利用是有局限性的
�

��� 药荆防治和病原菌抗药性的研究

��年代以来
，

瑞毒霉 ���������系列

的药剂在宁夏
、

陕西
、

黑龙江
、

河北及湖北

恩施地区广泛应用
，

对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卓

有成效
�

用 ���瑞毒霉可湿性粉剂 ����

���倍液
，

于发病初期喷雾
，

间隔 �� �再

喷一次
，

防病效果达 ��� 一���
，

增产效

果为 ��� ���� � 喷施 ���瑞毒霉锰锌的

防病效果为 ��� 一���
，

增产效果为 ���

一 ��� � 在马铃薯开花初期根施瑞毒霉颗

粒剂
，

每亩 ���一 ��� �
，

防病效果为 ���

一 ���
，

增产效果为 ��� 一 ��� � 根施瑞

毒霉锰锌的防病效果也达 ��� 一���
，

增

产效果应约 ���
�

但是
，

随着瑞毒霉使用次数和年代的增

多
，

其防病效果将逐渐降低
�

因为病原菌将

演 化 出抗 药 的类 型
�

李炜
、

张 志 铭等

������从河北
、

黑龙江
、

内蒙古
、

甘肃
、

山西采集的马铃薯晚疫病标样中分离出 “
个菌株

�

在实验室条件下
，

测定其对瑞毒霉

的抗药性
�

结果表明
，

有 ��
�

��的菌株对

瑞毒霉有高度抗性
，

��
�

��的菌株表现为中

度抗性
�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

单纯靠化学药剂来

防治晚疫病是不可能持久有效的
，

很快就会

引起病原菌抗药性的产生
，

必须采取综合防

治措施才能有效控制病害
�

��� 引进和利用 ��� 抗晚疫病种质资源的

显著成果和最新进展

���
�

� 传统抗性资源的引进和利用 ��� 拥

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马铃薯种质资源
，

这一种

质宝库为世界各国的马铃薯育种提供了最宝

贵的原材料
�

近十年来
，

我国已从 ��� 引

进了马铃薯种质资源 ����份
，

在不同的生

态区域试种和评价
�

一些适应性广
、

抗病性

强
、

农艺性状好的材料可以直接利用于生

产
，

而另一些具有特殊优良性状的材料则可

用来作为杂交的亲本
，

为育成新的抗病高产
、

优质品种作贡献
�

对 晚疫病具有 中等抗性 的 ���一��

��一��
�

���
�

�� 自 ��年代初以来
，

在华北
、

西北广大的马铃薯产区和云贵山区累计推广

面积已达 ��� 万亩
，

成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

的高产品种
，

为我国马铃薯的增产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
�

在云南
、

贵州的亚热带高海拔山区
，

马

铃薯生长期间雨水多
、

湿度大
、

气温低
，

晚

疫病危害特别严重
�

从国际马铃薯中心引进

的 ���一 ��
�

�
、

�一 ����
、

����������和

������� 等表现出极好的抗性和丰产性
，

前

两个品系在云南被推荐用于生产
�

在 ����

年推广面积已达 �� ��� ���以上
，

较之原

有 的 品种
，

���� 平均增产 幅度达 ��� �

���
。

目前
，

这些抗病高产的品系正在被

当地政府和科技部门迅速地加以推广
�

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中心从 ��� 引进

材料 中筛选 出的 ���一��
�

�
，
������一�等

，

不仅高抗晚疫病
，

而且抗青枯病和 ��� 及

���
，

产量比 ���� 显著增产
，

已进人我国

西南地 区 区试
�

该 中心用 �����
�

�作父

本
，

与具有欧洲品种血缘 的 ���一�杂交
，

育成了高抗晚疫病的
“

鄂马铃薯 �号
” �

在试

验和示范中表现出稳定的高产
、

优质和高抗

晚疫病的特性
�

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会泽县农科所 自

����年以来
，

利用 ��� 和 ���在菲律宾办

事处提供的不同杂交组合实生种播种
，

经过

�年 的 评 价 和 筛 选
，

从 中选 出 了 ���
、

���
、

���
、

���和 ����等一系列抗病高产

优质的新品系
，

正在云南加快繁殖以便进一

步的评价和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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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 � 的引进
、

评价和 筛选 群体

�是 ��� 育成的一批不含 � 基因的对晚疫

病具有高度水平抗性的独特的种质资源
，

是

针对病原菌的演化愈趋复杂和寄主抗性的丧

失愈来愈快而研制成的新型抗病育种材料
�

����年 ��� 科学家 ������� 博士提供

的 ��份杂交组合的群体 �约 �万粒杂交实

生种子分别在北京延庆
、

湖北恩施和云南会

译播种
，

从中选出了适应性较强
、

丰产性较

高的无性系共约 ���� 个
�

这些无性系已于

����年分别在延庆
、

恩施
、

昆明和会泽播

种并作进一步的评价和筛选
，

预期可从中获

得分别适应于我国不同生态条件
、

农艺性状

好并对晚疫病具有稳定和持久抗性的新品种

和新品系
�

� 对我国马铃薯晚疫病研究的
建议

�
�

� 加强马铃薯晚疫病研究的国际合作

鉴于马铃薯晚疫病交配型 ��在全球

各大洲的传播和蔓延
，

晚疫病防治研究已

成为全球性共同关注的间题
�

信息的获得

与交流
、

材料的交换和引进
、

人才的培训

以及研究计划 的协调等均须加强
�

最近
，

���倡议各国有关研究机关和学者积极参

加一项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全球行动计

划
�

我国应当积极争取
，

主动参加这一全

球行动计划的行列
�

�� 统一组织
、

协调全国马铃薯晚疫病的

研究

目前研究工作分散在各省进行
，

为了统

一组织或协调马铃薯晚疫病研究工作
，

及时

交流研究成果和国外研究动态
，

建议可由

���驻北京联络处建立专门的项目
，

结合每

年工作年会
，

邀请有关专家进行交流协调
，

并请国家科委
、

农业部及有关部门对马铃薯

晚疫病的研究予以立项和资助
�

�� 加强抗病育种和建立合理的良种繁育

体系

培育抗病品种是控制晚疫病流行的基

础
，

有目的地从国外引进具有水平抗性和垂

直抗性的资源
，

统一组织鉴定和评价
，

选择

抗病
、

农艺性状好的材料作为亲本
，

通过杂
�

交育种
，

选育具有水平抗性的品种或适应晚

疫病低发地区的垂直抗性品种
，

在生产上使

用� 测定当前推广品种的抗性基因
，

结合小

种调查提出品种的合理布局
�

�� 建立晚疫病的预测预报系统

各地根据气候条件
、

品种抗性和病菌致

病力强弱
，

研究适合本地区的中长期和短期

测报方法
，

以正确估计当年流行程度和指导

药剂防治
�

��� 加强对晚疫病菌变异性的调查研究

继续对生理小种组成
、

分布和动态进行

调查 � 加快对交配型 ��的调查
，

了解其分

布地区
、

出现频率
、

交配能力 � 各地抗药性

菌株的调查分析
，

研究中除用常规方法外
，

也采用分子生物技术
�

��� 卵抱子生物学和流行学的研究

在研究卵抱子生物学的基础上
，

在交配

型 �� 出现频率高的地区
，

研究卵抱子作为

初侵染来源的流行学
�

参 考 文 献

林传光
�

马铃薯晚疫病的田间动态观察及防治试验
�

植

物病理学报
�

����
，
� ���� �����

林传光
�

马铃薯晚疫病中心病株形成的观察
�

植物病理

学报
，
����

，

� ���� �����

黄河
、

林传光
�

马铃薯晚疫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

中国植

物保护科学
，
����� ���� ���

黄 河
�

我国北部马铃薯晚疫病菌生理小种的发生和变

化
�

植物病理学报
�

����
，
�� ���� �����

李克来
�

呼和浩特马铃薯晚疫病菌生理小种组成及块茎

生理小种毒性与植株感病的关系
�

内蒙古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
����

林长春
�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药剂筛选试验
�

马铃薯杂

志
，
一���

，
� ���� ��

灵提多
、

张振武
�

马铃薯晚疫病药剂田间试脸
�

马铃，



一 ，�� � 马铃薯杂志
，

第 、。 卷�

第 �期
，
����

杂志
，

����
�

� ���� ���� ���
� 李宝庆

、

曹先维
�

广东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及防治
�

广

东农业科学
，
����

，
�� ��� ��

， 宋伯符
、

王克通
�

中国晚疫病发生和研究工作的历史

及现状
�

中国马铃薯晚疫病防治研讨会文集
，
�����

���

�� 李静华
、

刘彦忠
、

李进福
�

甘南省马铃薯晚疫病发生

及防治
�

中国马铃薯晚疫病防治研讨会文集
，
�����

�����

�� 张志铭等
�

刚匕省马铃薯晚疫病及其防治
�

中国马铃薯

晚疫病防治研讨会文集
，
����� �����

�� 宋伯符
、

王 军
�

中国西南马铃薯晚疫病情况调查报

告
�

中国马铃薯晚疫病防治研讨会文寒
，
����� �一�

�� 刘晓肠
、

谢从华
、

宋伯符
�

湖北思施地区马铃薯晚疫

病菌生理小种的组成及分布
�

马铃薯杂志
�

����
，
�

���� ��� ��

�� 张志铭
、

宋伯符
�

中国北方马铃薯晚疫病研究的回

顾与展望
�

中国马铃薯晚疫病防治研讨会文集
，

����� �� ��

谢从华
、

刘介民
、

刘晓肠
�

湖北恩施自治州马铃薯晚

疫病发生情况与防治对策
�

马铃，杂志 �

����
，
�

���� �������

王仁贵
、

刘丽华
、

� 平
�

利用甲藉灵顺粒荆防治马

铃薯晚疫病的研究
�

黑龙江农业科学
，

����
，
�� ���

��

谢成君
�

用模糊综合决策模型预侧马铃薯晚疫病流行

程度
�

马铃薯杂志
，

����
�

� ���� �����

袁明山
�

甲箱灵系列产品防治马铃薯晚疫病效果初报
�

马铃薯杂志
�

����
�

� ���� ���� ���

张明厚
�

马铃薯晚疫病病菌生理分化现象的研究概况
，

东北农学院学报
，
����

，
� ���� �����

������ �
�

国际马铃薯中心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

育种策略
�

中国马铃薯晚疫病防治研讨会文集
，

����� �����

����������� ������������� ����

������ �������� �� �����

������户 砰�����
�����

�仆
�玩�����石������扭�� ������������������ ���� �� �������

，

取���
���������

甲�����
� �������如�心

��
��������

������������
，
�������

，
������ �������� �����������

�������������绘���
，
�����

��
，
������������

万才亡�����
�� 甲�

�� ������

������ ����������� ������
，
�鹅��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舜����� ������������������
，
�����������

， �
价

���������������������������

��������������� ����������������
�

���� ��� ��� ���� �
�

�������川 ���� �� �����
，
��������

���� ���� ��������� ������� ���场�
�

������������一�� ������� ����� �� �
�

加舜����� �����
�

���������������� �� ��� ������ ���一������� ��� �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马铃薯杂志
，

第 �� 卷
，

第 �期
，
����

增产菌处理马铃薯的增产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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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增产菌不同时期处理乌铃薯可明显缩短出苗期
，

延长苗期和初花期
，

且室内根

和芽条生长量
、

大田单株主茎数
、

主茎粗度
、

单株叶面积和鲜重干重明显优于对

照
，

用增产菌拌种
，

并在现蕾期和初花期两次根外喷雾
，
�品种单位面积产量校对

照平均提高��
�

���
，

块茎淀粉含量平均提高 ��
�

���
�

关键词 增产菌
，

马铃薯
，

拌种
，

喷雾

� 前 言

由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生态工程研究所研

制的增产菌和益微系列产品
，

都是微生态制

剂
�

是根据微生态学原理研制的农作物益菌

制剂
。

它是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重大

突破
，

是农学研究的新领域
，

也是一项投资

少
，

见效快的农作物增产栽培新途径和新技

术
�

为了解这类制剂在高寒生态条件下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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