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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脱毒种薯引种规律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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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马铃薯中晚熟品种
，

经过脱毒后
，

明显

的表现出前期出苗迟
、

幼苗生长缓慢
，

后期

营养生长旺盛
、

生育期相应拖长
，

在薯块膨

大期若遇高温干旱气候
，

将会严重影响产

量
。

尤其是低海拔地区从差异较大的高海拔

地区引种
，

上述现象表现的更为突出
�

生产

实践证明
，

推广脱毒种薯应遵循由高海拔循

序渐进地向低海拔阶梯形推移的规律
，

每次

下移的海拔梯度不可超过 ����
。

种繁殖基地 �����亩
，

予计 ����年可推广

��万亩
，
����年全地 区可基本实现脱毒

化
。

连续 �年的区域试验表明
，

脱毒原种较

脱毒种增产 ��
�

��一��
�

��
，

生产示范亩产

����一 ����公斤
，

较当地未脱毒种增产

��� 一 ����
�

可是播种在 ���� 以下低海

拔地区的脱毒种
，

却有不少地块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减产现象
。

� 脱毒种薯在安康地 区的应用

情况

安康地区地处秦岭以南巴山以北
，

属北

亚热带的偏北地段
。

全区年播马铃薯面积

�� 多万亩
，
���� 年开始引用脱毒技术

，

区

内主栽品种是
“
���

”

�系木区农科所 �� 年代

育出的高抗晚疫病
、

稳产性强的中晚熟品

种�
，

几年来共扩繁无毒试管苗 �� 万苗
，

繁

育网室小薯 ���万公斤
，

繁殖 �
、

�
、

�代脱

毒原种 ����
�

�万公斤
，
���� 年建立脱毒原

� 脱毒种薯在不同地域的表现

近几年的试验
、

示范
、

繁殖
、

推广实

践证明
，

脱毒薯种在中高山地区 的增产效

果 是 显 著 的
，

为 世 人 所 公 认
。

但 是 在

���� 以 下 的低海 拔地 区增 产 效果不 明

显
，

个别地块反 而呈现减产趋 向
。

例 卜

汉 阴县旋涡 区 �海拔 �����引种 了铁佛

区 �海拔 ������第 �代脱毒原种百余

亩
。

田间表现为苗期发育缓慢
，

后期严重

徒长
，

导致茎高叶茂
、

贪青晚熟
、

根多薯

少
、

产量不尽人意 � 例 �� 石泉县农技站

�海拔 �����试种高山 �海拔 ������脱

毒 �代原种
，

得到了与例 �同样的不 良结

果 � 例 �� 地区级区域试验
，
����年旬阳

查
�

简单易行
、

效果又较好
，

多为广大农民

所接受的是散光薄摊贮藏方法
，

特别是农村

实行联产承包后
，

各户分散贮藏
，

贮藏场地

更易解决
。

据试验采用散光薄摊贮藏
，

高温的低海

拔地区也可就地留种 �年
，

不致造成大幅度

减产
。

经过几年的示范推广
，

鄂西山区已基本

普及散光薄摊贮种方法
，

并已逐渐扩大推广

到临近省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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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小河 口试验点 �海拔 �����和 ���� 年岚 在海拔 ���
�� 以上的山区地带

，

脱毒种的优

皋县佐龙试点 �海拔 �����
， �

均获得了与中 势均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紫阳县 ��万亩脱

高山试点 �海拔 ���一 ����
���截然相反的 毒种繁殖基地

，

其中 ���� 亩建在 ���� 的

产量数据 �见表�
�

因此
，

我们对大面积脱 低海拔地带
，

但由于种薯来源于海拔 ��仓��

毒种繁殖区进行了全面调查 � 镇坪县 �
�

�万 的半高山繁殖区
、

海拔相差 ����
，

脱毒种依

亩和平利县 ���万亩原种繁殖基地
，

全部设 然增产显著
，

农民十分满意
�

表 安康地区 ���� 年脱毒马铃薯不同海拔高度试验产量比较

参试薯种
薯种来源及海拔 试点海拔 播种 日期 出苗日期 成熟日期

��� ��� �日�月� �日�月� �日�月�

株 高

����

小区平

均产旦
折合亩产 同试点内

���� 产量排次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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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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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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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参试种统一为
‘
���

’

品种
，

均系催芽整薯播种�②小区面积 ��
�

�����

③每亩密度 ���� 窝
，

和玉米双行间套�④表中小区产量为二试点 �小区平均数
�

到充分的发挥
�

� 讨论分析
� 结 论

马铃薯经过脱毒以后
，

排除了体内的病

毒
，

恢复了健康的生命活力
，

生长势增强
，

综上所述
，

为使中晚品种脱毒种薯的繁

营养生长旺盛
，

前期发育缓慢
，

整个生育期 育推广工作稳步健康的发展
，

必须有一个健

相应拉长
�

尤其是中晚熟品种表现更敏感
，

全的脱毒种薯繁育推广体系组织
，

实行严格

一旦引种 区域生态条件 �主要是海拔高度 地系统管理
，

坚持脱毒种薯繁殖分世代
、

按

差�差异过大
，

定会出现早期幼苗生长迟 比例
、

有计划的建立不同级别的繁殖基地
，

缓
，

中期严重疯长
，

繁茂的枝叶招来倒伏和 即 �代原种在海拔 ����� 以上的高山区繁

病害
，

到了后期正处炎热干早的夏季
，

极不 殖
，
�代原种在海拔 ����� 的半高山地区

利于养分积累与转化
，

产量难以令人满意
�

繁殖
，
�代原种在海拔 ���� 的低 山 区繁

紫阳县的生产实践告诉我们� 采取逐步由高 殖
，

第 �代生产种在海拔 ���� 的丘陵区繁

海拔向低海拔推移的办法
，

每次下移海拔 殖
，

最后再向低海拔的川道地区普及推广
�

���一 ����
，

让优势较强的脱毒薯种在差异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阶梯形的繁育推广格

较小的环境里经过逐步过渡
，

再可向前跨跃 局
，

长期源源不断地向不同种植区提供对应

一步
�

坚持执行这
一
措施

，

既有利于提高脱 等级的脱毒种薯
，

即可做到马铃薯生产种薯

毒种的利用率
，

也能使脱毒种的地产优势得 每年更新
，

确保年年稳产高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