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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铃薯退化原因与解决途径

洪南芳 黄宗文

�福州兰芳园艺技术开发研究所 �������

对几种马铃薯退化学说的认识

马铃薯退化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争

论很大的问题
�

究竟什么是导致马铃薯退化

的原因� 众说纷纭
，

主要有病毒侵染学说
、

生态条件 �高温�诱发学说和 自然衰老学

说
�

但是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其

全部现象
�

我们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出发
，

长期深

人产地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

总结群众经验

以及进行科学试验
�

从实践中提高认识来谈

谈自己的体会� 年龄衰老学说
，

认为马铃薯

长期用无性繁殖
，

使种性世代衰老变劣
�

实

际上我省当地品种有 ���多年历史
，

至今保

持良好种性
，

于是对年龄衰老学说产生怀

疑� 高温诱发学说
，

认为马铃薯退化是由于

生态因子 �主要是温度�的影响
，

块茎生长

期或贮藏期遭受高温刺激引起退化
�

这种看

法也有片面性
，

如果说高温引起退化
，

那

么
，

我国南方地区岂不成了发展马铃薯生产

的禁区
，

这类地区就不能就地留种了�就福

州地 区来说马铃薯生产有三季 �春
、

秋
、

冬�
�

冬季栽培是 �一 �月份
。

整个生育期处

在较低的温度里
，

按高温学说
，

应是此期留

种最好
�

秋季栽培在 �一 �� 月份
，

结薯期温

度也不高
，

可是这两期生产的马铃薯都不留

种
�

春季栽培是 �一 �月份
，

结薯期的温度

比前两期都要高
，

生产上却都是采用这一期

所留的种薯作种
。

按高温学说的理论
，

对这

一现象就难以解释
�

若用生理退化的理论就

迎刃而解了
，

因为缩短了薯芽的贮藏期
，

只

有这一期留种的薯芽
“

年龄最轻
’
� 病毒学说

认为马铃薯退化主要是植株和块茎由病毒侵

染造成
，

这是事实不可否认
。

但如果把复杂

的马铃薯退化问题全部归咎于病毒的作用
，

那样也不够全面
�

温度高
，

特别是土壤温度

高对促进病毒引起的退化的确存在
。

因此
，

我们采用稻田留种
、

高垄栽培
、

合理灌溉
、

降低土温
、

增加温差
，

对减轻或延缓病毒退

化有良好效果
�

另外温度对传毒虫媒桃蚜和

叶蝉的消长与马铃薯病毒退化的影响也不可

忽视
�

还有温度对马铃薯贮藏期芽的影响引

起的退化 �下面将详述�不可否定
。

我们认

为发现病毒造成马铃薯退化应该是很大功

绩
，

国外 白 ���� 年由荷兰学者康耶把退化

了的芽眼接种在不退化的块茎上
，

结果不退

化的也退化了
�

自从发现并提出病毒学说以

来
，

现在已基本上取得统一认识
，

许多学者

纷纷从病毒角度来研究解决马铃薯的退化问

题
。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

���� 年开始

培养马铃薯茎尖获得无病毒植株
�

国内外学

者在病毒方面研究防止区夺铃薯退化
，

都取得

很大成绩
�

�� 年代我们从生产中也发现马

铃薯种在
“

门口 田
”

的比种在远离菜区的
“

山

洋田
’

上所留种薯病毒退化株率严重得多
�

也观察到蚜虫
、

叶蝉多时病毒传播严重的情

况
。

曾取番茄病毒植株上的叶汁同马铃薯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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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摩擦 、
半个月后出现退化症状

�

自 ��年代以来
，

国内外学者多数认为

马铃薯退化就是病毒病
，

并且认为马铃薯退

化问题的争论可以完结了
�

我们应用病毒学

说的理论
，

对防止
‘

本地黄薯
’
品种的退化

，

确是算解决了� 可是东北马铃薯良种在福建

省就地留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

严重地限制

了 福 建 马 铃 薯 生 产 的 发 展
，

东 北 的
“

���一�少 马铃薯在福州栽培
，

当年 �“
�

���

产量 达 ���� 公斤
，

经本 地 留种一 年
，

“ �����
却只收块茎 ��

�

�公斤
�

有的品种如

旧匕京黄
”

则颗粒无收
，

许多种薯种 �还未出

苗就生
‘

仔薯
’ ，

即便会出土的植株也长得非

常弱小
�

针对这种现象
，

翻阅了许多资料都

找不到答案
�

有人认为是
“

种薯内养分消耗

殆尽
”

引起的退化
�

种薯里的养分多寡固然

对马铃薯的生长有一定影响� 但是尚未出土

所生的
“

仔薯
’ ，

其
“

仔薯
，

中的营养物质显然

是从母薯中送来的
�

这说明母薯内的养分并

未耗尽
�

那末为什么母薯中的养分不是提供

根
、

茎
、

叶 �幼
、

苗�的生长
，

而提供给
“

仔

薯
’

呢� 对这种现象用种薯养分消耗殆尽的

论点
，

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

因此
，

要回答北

方马铃薯在福建省为什么会退化的问题
，

首

先要揭开不出土生
“

仔薯
”

的谜
，

才能找到马

铃薯退化的原因
�

� 导致马铃薯退化的生理
、

病

理因素
����年从东北引进的

“
���一��

”

分别在

福州古岭 ������高山和福州平地栽培留

种
，

种薯也各 自分高山和平地贮藏
�

����

年 �月 ��日观察薯芽生育情况
�

发现平地

留种贮藏的种薯在贮藏室内就有 ���的薯

芽顶端已出现花蕾
，

芽长 �
，

����古岭高山

上的薯芽短壮
，

仅长 ���
，

芽顶尖
，

均无

花蕾
�

这种现象和下种后田间出现的情况相

一致
�

高山上留种的和平地留种的种薯于 �

月 � 日同时在平地种植
，
�月 �� 日观察

，

发现平地留种薯刚出土
，

或还没出土芽顶就

已出现花蕾
，

薯芽生长停顿
，

在土里生
“

仔

薯
”
� 而古岭高山留种的薯芽正常生长

，

出

苗整齐
，

均无生
“

仔薯
” ，

下种 �� 天
，

到苗

高 ���� 时才出现花蕾
�

通过室内和田间所

观察到的现象来看
，

便产生这样一种概念 �

认为古岭高山和平地留种的不同种薯的芽
�

其阶段发育是有差异的
，

种薯下种后
，

不出

土生
“

仔薯
’

是与薯芽的发育过分衰老有直接

关系
�

过分衰老的薯芽在生理上已经具备了

形成块茎 �仔薯�的内在因素
，

种植在地

里
，

不过由于薯芽被土壤覆盖
，

遇到黑暗的

环境又适宜块茎生育的条件
，

于是就很快在

地里生
“

仔薯
” �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

就将福

州平地和古岭高山的不同种薯
，

于 �月 ��

日一起放置在黑暗条件下贮藏 �� 天
，

结果

平地种薯芽上全部形成
“

仔薯
” ，

而古岭高山

留的薯芽均无生
“

仔薯
” ，

仅见芽顶伸长
。

通

过这次认介
，

证实了马铃薯下种后是否发生

不出土生
“

仔薯
” ，

是决定于薯芽阶段性发育

衰老的程度
。

另外从下面观察到的现象亦可作为旁

证 � ��� 从田间观察不同品种的生育期以及

花蕾着生部位
�

于 �月 �� 日观察
“
���一��

，

在平地留种 �年的植株已全部见蕾
，

而
“

德

友 �号
”

和
“

本地黄薯
”

均未见蕾
�

再于现蕾

期 ��月 �� 日�观察 自植株茎基部至花蕾

着生部位的叶片次序
，

同样在平地留种的不

同品种如
“

德友 �号
’ 、 “

苏联红
”

和
“

本地黄

薯
”

等都在第 ��一 �� 个 叶片才现蕾
，

而
“
���一�少 只有 �个 叶片就现蕾

�

同样是
“
���一�少 品种

，

不同来源的种薯上着生花

蕾的部位也不相同
，

如福州平地留种的种薯

比古岭高山留种和东北当年引进的种薯着生

花蕾的叶位都低
、

叶数少
、

生活力弱 �见表

��
�

从马铃薯植株观察花蕾着生部位的高

低
、

叶数的多少
，

也可以看出种薯芽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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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马铃薯生理退化程度与花蕾着生部位的关系以及农艺性状表现

生仔薯

植株���

出苗率

���

着生花曹

部位叶数�序�

块茎产量

�公斤 �

���
�

����

茎高

����

茎粗

����

叶长

����

叶宽

《。��
薯源种来

品 种

矛�呢︸︸����

……
凡‘�心����

一西飞︸��
��诊��

﹃

��
亨口，��笼一飞︸��

���飞︸�

…
��，�
�‘��岭

︸���，��﹄��

�������������一�� 平地留种 �年

�，�一�� 古岭留种 �年

���一�� 黑龙江当年调进

德友 �号 平地留种 �年

苏联红 平地留种 �年

本地黄薯 竿地留种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

���������

的程度
�

根据这些现象综合观察结果
，

可以

认为 � 现蕾早晚
、

茎封顶快慢
、

花蕾着生的

叶位高低
、

叶数白尔多少以及农艺性状表现

�茎高矮
、

粗细
、

叶片大小�
，

块茎产量等

等
，

都与马铃薯种薯芽发育的衰老程度密切

相关
�

平地 留种一年的
“
���一�少见蕾最

早
、

叶片最少
、

叶片着生部位也最低
，

不出

土生
“

仔薯
’

就最严重
�

充分说明了马铃薯芽

的阶段性发育愈衰老
，

生活力降低愈严重
。

同时也说明不同种薯芽发育的阶段性处在不

同的状态
，

这就导致不同品种间生活力的差

异 即生理退化程度的差异 � ��� 同样是
“

���一��
”

品种
，

相同的留种栽培和贮藏条

件
，

由于个体间的差异
，

每个种薯芽的阶段

发育情况也不尽相同
，

因而产生出苗不整齐

的现象
，

有的会出苗
，

有的不会出苗
�

从田

间观察到不会出苗的薯芽往往在出土前就已

有花蕾
�

一般能够出土的马铃薯则到出苗后

才现蕾
�

看来那些不会出土生
“

仔薯
”

的薯芽

发育阶段性显然是过分衰老的缘故
�

这样
，

在平地留种一年收获的种薯
，

经第二年下种

时
，

有的会出土
，

有的不会出土
，

就等于 自

然淘汰了阶段发育过分衰老的马铃薯
，

保留

了阶段发育相对
“

年轻
”

的个体
�

因为不出土

的种薯不能繁衍后代
�

能出苗的种薯繁殖的

后代
，

翌年再种植出苗率自然增加
，

生
“

仔

薯
”

现象也减少
，

即生理退化程度反而有减

轻的趋势
。

这就不难理解
。
���一�。

，

等品种

在平地留种二年的反比一年的出苗率高
，

生

长势及块茎产量都有所提高 �见表 ��
。

表 �
“
���一��

”

在平地留种后代生活力表现

平地留种

年 数

出苗率

���

生仔薯

���

茎 高 茎 粗 叶 片����

���� ���� 长 宽

块茎产量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年年一一一

再从观察田间正常生长的马铃薯
，

发现

茎叶与块茎生长之间
，

有个生长中心转移的

阶段
，

一般从出苗至开花是营养物质供根
、

茎
、

叶生长最快时期� 当植株盛花后茎封顶

时
，

叶面积达到最大值
，

这时光合作用的同

化产物转向块茎为主
。

这就得知马铃薯植株

生长处在不同发育阶段
，

养分的分配各有重

点
，

开花以后茎的阶段发育可谓已经衰老

了
，

这时营养物质分配重点是块茎
。

可见花

蕾和块茎都是马铃薯的生殖器官
，

花蕾和块

茎的出现是以‘ 定阶段性发育为基础的
�

因

此
，

认为芽龄
“

年轻
”

的种薯下种后
，
母薯内

部养分输送给营养器官
，

促进幼苗的正常生

长
，

薯芽就不会生
“

仔薯
”
� 而过分衰老的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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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种植后
，

母薯养分自然不是供营养器官的

生长
，

而是供生殖器官—
“

仔薯
”

的形成和

膨大
。

所以把这种退化现象叫做
“

生理退

化
” ，

实质上是生长与发育失去协调
，

或说

不平衡的缘故
�

总之
，

所以能产生生理退化的原因
，

确

切地说是 由于马铃薯在高温条件下贮藏过

久
，

特别是萌芽后
，

芽在贮藏室内生长发育

是在消耗种薯内部养分的特殊情况下进行

的
，

营养器官 �根
、

茎
、

叶�的生长是在被

抑制状态下通过阶段发育的结果
，

因而薯芽

会老而不会长大
，

导致薯芽衰老
，

而衰老了

的薯芽种植
，

其生活力自然降低
，

甚至不出

土生
“

仔薯
” ，

这种内在联系就符合逻辑了
�

这种生理退化的理论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

来
，

又回过来指导实践
�

我们将北方的
“

德

友 �号
’

在闽东高山就地留种 �� 年尚保持优

良种性
�

因而得到社会生产实践的证实
，

将

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

随着生产的广泛应用
，

肯定会越来越显示它的作用与价值
�

这种情

况与其说是
‘

生理退化
”

不如说是
“

生理失调
’

更确切
�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马铃薯一生中普

遍存在
，

不过南方地区更严重罢了
，

只是受

种种复杂因素互相作用所掩盖
，

生产中错综

复杂很难分割
，

才不易被人们识别而已
。

我

们只是根据实践系统地找出它的规律
�

病理原因与生理原因引起马铃薯退化的

发现
，

并阐明它的联系与区别
，

才真正明确

了马铃薯退化的原因
，

因而找到防止马铃薯

退化的有效途径
，

这对马铃薯退化问题的认

识上是一次飞跃
�

为什么学术界长期以来对

马铃薯退化问题争论不休
，

主要是因为不论

那种学说都无法圆满解释退化的全部现象
，

争论的焦点也就是说没有找到退化原因与解

决退化的有效途径
。

如今可以回答过去争论

中的不明确问题
，

可以制订出防止马铃薯退

的有效技术方案来
�

以往虽然对退化原因上

分歧意见很多
，

但对退化现象的看法却较一

致
，

不外是马铃薯长势变弱
，

植株矮化
，

分

枝少
，

茎叶卷缩
，

产量降低
�

这些退化现象

无非是生现与病理原因引起的
，

或两者同时

作用的结果
，

所以用
“

退化
”

一词是不够确切

了
。

� 关于高山马铃薯栽培留种与

解决退化问题

不论从克服病理退化或生理退化角度来

看
，

利用高山建立马铃薯留种基地都有它的

优越性
�

马铃薯喜冷凉
，

忌热怕霜冻
�

在闽

东七
、

八百米高山
，
�一 �月份平均气温 ��

��℃ 之间
�

�一 ��月份在 ��一 ��℃左右
，

春
、

秋二季凉爽的气候
，

温度
、

光照 �由于

高山马铃薯春播迟
，

生育期光照 比平地增加

�小时左右�
、

湿度等都适合马铃薯生育的

要求
�

高山马铃薯在 �一 �月播种
，
�一 �月

收获
， “

德友 �号
”

种薯到 ��� �� 月才萌芽
，

萌芽后又处在较低的温度下贮藏
，

因而缩短

了萌芽以后的贮藏期近 �� 天左右 �比福州

平地少 �倍�
，

而且在 �℃ 以上仅贮藏 �个

月左右 �马铃薯在 �℃ 以下芽停止生长发

育�
，

这样
，

就使芽龄保持
“

年轻
”

幼健状

态
，

防止了生理退化�并且冷凉高山栽培作

物单纯
，

传毒虫媒也较少
，

冷凉气候也不适

于蚜虫发生与传毒活动
，

因而高山上马铃薯

的病毒感染率也较低
。

所以
， “

德友 �号
’
马

铃薯在福建省 留种 �� 多年仍保持优 良种

性
�

实践证明高山留种贮藏向低山地区供

种
，

是克服退化的经济有效措施
。

如果充分

利用高山的有利条件建立马铃薯良种生产繁

育基地
，

达到种薯 自给
，

促进马铃薯生产的

发展是大有可为的
�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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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种和不同宽幅条件下
，

按

���� 和 ���� 设量
，

见表 �
�

表 � 株距 ���� 与 ��咖 之间的关系

�公斤 �亩�

处理 青薯 ��� 下寨�� 总和 平均

�� ������ ���� ���� ���� ����
�

�

宽幅 ������ ���� �一�� ���� ����
�

�

增产��� ��
�

�� ��
�

�� ��
�

��

�
�

�� ������ ���� ���� ���� ����

宽幅 ��加�� ���� ���� ���� ���一�

增减产��� 一 ��
�

�� ��
�

��

由表 �可知
，

在 �� 才嘀地膜覆盖条件

下
，
���� 株距平均产 才为 ����

�

�公斤 �

亩
，

比 ���� 株距平均 汀产 ����
�

�公斤
，

增产 ��
�

��� � 在 �
�

�� 宽幅地膜覆盖条件

下
，
���� 株距的产量为 ���� 公斤 �亩

，

比 ���� 产量 ����
�

�公斤 � 亩
，

增 产

��
、

���
，

所以说
，

密度越高不仅能充分利

用地力
，

而且可夺得高产
�

� 结 论

��� 整薯优于切薯

在任何条件下
，

整薯播种比切薯播种产

量水平高
�

在 �� 宽幅条件下整薯比切薯增

产 ��
�

��
，

在 �
�

�� 宽幅条件下整薯比切薯

增产 ��
�

���
�

但从它们的产量水平来看
，

�� 宽幅的整薯播种条件下平均亩产为 ����

公斤
，

而 �
�

�� 宽幅整薯播种条件下平均亩

产为 ����
�

�公斤
，

显然 �� 宽幅整薯播种

高于 �
�

�� 宽幅整薯播种的产量
�

��� 催芽优干不催芽
�� 宽地膜覆盖催芽比不催芽产量高

，

但 �
�

�� 宽幅地膜覆盖的产量结果则相反
，

其主要原因是该试验是由多因素组成的
，

虽

单纯地分析某一因素对产量的影响
，

但实际

上避免不了其它因素的左右
�

作者认为
，

催

芽虽有一定的增产幅度
，

但它与整薯播种比

较则增产幅度甚微
，

况且还有其它诸多因素

的影响
，

所以才会出现结果不一的现象
�

但

催芽对增产确有效果这是不可否认的
�

�
�

� 株距 ���� 优于 ���二

在行距固定的情况下
，

株距小表明密度

高
，

密度高可提高产量
，

在 �� 宽幅地膜覆

盖下 ���� 的株距比 ���� 株距表现增产
，

同样
，
�

�

�� 宽幅地膜覆盖条件下 ���� 的

株距仍比 �侃� 株距表现增产
，

所以说加大

密度对提高产量很有必要
�

��� 覆膜优于不孤膜

覆膜可以提高地温
，

减少劳动力
，

不用

除草
、

松土
，

还可以提早收获
，

早上市
，

提

高经济效益
，

以弥补地膜的高投人
，

覆膜可

以大大提高产量
，

比不覆膜有显著的增产作

用
�

两种宽幅的地膜均可使用
，

但必须是

�� 的种两行
，
�

�

�� 的种 �行
，

并且加大地

膜种植密度
，

以充分地利用地力
、

光能
，

从

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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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单株系选对提高马铃薯

种性与克服
“

退化
”

的作用

采用单株株系选种方法
，

能从优中选

优
，

既可克服生理退化
，

又可严格筛选病

毒病株
，

保留虽有耐病基因而不至发病的

马铃薯
�

实践充分证明了单株系选方法能

有效地防止芽龄衰老 �选出迟萌芽
，

芽发

育慢
，

丰产性好的株系�
，

同时减轻病毒

退化 �选无病的株系�
，

提高种性
，

确是

经济易行的办法
。

我们从
“
德友 �号

”

中选

出更高产耐病的单株株系
，

供高山繁育
，

于 ����年又将高山繁育的种薯
，

供福州

平地种植
，

平均单株收块茎 �公斤 以上
，

单个块茎达 “ �克
。

一般栽培 ���
�

�� �可

收 ����公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