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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维洛夫研究所

前苏联的瓦维洛夫研究所创建于 ����

年
，

口前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马铃薯

种植 资 源 收 藏 地 之 一
，

诸 如 �������’

�������
，

���������
，
���������

，
�����

和 ���������� 等科学家收集的茄属植物种

质资源均保存在该研究所里
。

有关这些被收

藏的种质资源考察结果可以在 ����� 最近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找到
�

该研究所内有许多

实验设备
，

而试验田和温室却位于距圣彼得

误市大约 ��公里远的 ������� 研究站内
。

� 育种策略

��� 单倍体—野生种杂种

该研究所有通过孤雌生硫获得的 ��� 份

�
�

��������� 单倍体 ��
��

。

大多数单倍体

是雄性不育的
，

少数不能开花
。

选择的努力

方向一直集中在能表现出开花能力强和具有

很高的雌性育性的无性系上
，

重点也同样放

在对
一

旱熟单倍体的选择上
。

这样的
一

早熟性对

在北部地区形成马铃薯块茎的杂种生产是极

其重要的
。

马铃薯单倍休—野生种杂种已经创造

出来 了
，

所 使 用 的若 干 茄 属 种 包 括 ￡
������

，

�
�

�����������
，

�
�

���������
，

�
�

�������
����

，

�
�

�钾��
������

，

�
�

，�����和 �
�

��������
��

，

在 爪倍体水平上对于诸如抗病

力和耐霜力等性状进行高度选择
，

已经产生

了一些具有多种优良性状的无性系
�

能产生

�� 配子的无性系�司四倍体的 �
�

���������

杂交以便产生四倍体的后代
。

��� 复合杂种

对于这项计划特别有价值的二个种
，

一

个是 ����� “ ��
，

因为它耐霜和抗马铃薯卷叶

病 毒 ������
，

另 一 个 是 ��

�������������
，

由于它抗马铃薯晚疫病
�

这

种病几乎每年都流行
。

�口����� ������ 是

一个四倍体 ���� 种
，

而 ��
����������

��

却是一个二倍体 ���� 种
�

要想成功的获

得杂种
，
��� 的一致 比倍性一致更重要

，

所以 �
�

��� “ �� �通常作为母本�与产生 ��

配子的 �
�

������������� 无性系杂交
，

以便

产生后代
。

杂种后代包括二倍体
、

三倍体和

四倍体
，

选择四倍体 ������个体同由 �

�夕�����
，
�

�

�脚��
������和 �

�

�������
���� 种

质构成的复合杂种进行杂交
，

然后对这些杂

交后代进行抗晚疫病和抗 ���� 的选择
，

同时兼顾块茎品质
。

在这一阶段
，

产量一般

是 比 较 低 的
�

�

最 后 人 选 的 杂 种再 与 ��

��������� 杂交便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
�

��� 对马铃薯甲虫的抵抗力

虽然马铃薯甲虫在俄罗斯最北部地区并

不是令人担忧的主要虫害
，

但它在南部地区

如 ������� 却是一个很严重 的 问题
。

在 ￡
������“ � � �

�

�����������杂种中已找到了这

种抗性
�

然而在与 �
�

�������
“ � 杂交后

，

这

种抗性却很快地消失了
�

另外
，

马铃薯甲虫

经过几代以后
，

能克服寄主植物的抗性
�

� 育种计划

在育种计划中
，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

高产和抗病
，

特别是对晚疫病和疮痴病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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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其他病虫害
，

包括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

的病毒 ���� 和 ����� 在南部地区发生

的 ����
，

霜冻和马铃薯甲虫以及在西北

部地区发生的马铃薯立枯丝核病
�

其次考虑

的是淀粉
、

蛋白质和维生素 � 的含量
�

在

评价品种时
，

也涉及到加工的特性和如何耐

贮藏
，

因为在生产地区
，

贮藏设备往往是比

较简陋的
，

所以人们对提高马铃薯对贮藏期

的病害抵抗能力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

这一地

区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由位于圣彼得堡的植

物病理和植物保护研究所开展的
。

瓦维洛夫研究所在二倍体的水平上
，

加

强对病害的筛选
，

实生苗用马铃薯晚疫病菌

接种
，
�天以后没有症状的植株再用 ���

和 ��� 接种
，

然后评估当年和以后几年里

的病毒病状
。

利用这种方法
，

已经培育出了

几个具有显著抗晚疫病和病毒的杂种
，

并正

在与 �
�

��������� 进行杂交
。

瓦维洛夫研究所是前苏联唯一的一家从

事研究茄属野生资源的研究机构
�

它雇用 �

名研究人员从事创造种间杂种工作
，
�名研

究人员专门鉴定这些种的特性
。

典型的例子

是利用 �
�

��������� 和人选的能产生 �� 配

子的种间杂种配成 �� � �� 杂交组合
，

然后

四倍体的后代与 �
�

��������� 回交
，

以便产

生四倍体杂种家系
�

这些家系的实生种子被

送到俄罗斯大约 �� 个研究所和研究站去
，

以便在特定的地区进行鉴定
�

在每一个研究站
，

于每年 �
、

�月份把

马铃薯实生种子密集地在温室里播种
，

��

天以后实生苗被移植到温室的花盆里
，

再过

�� 天
，

把花盆中的植株移植到 田间里
，

如

果空间允许
，

一些植株将留在温室里
。

在南

部地区
，

生长 �� 天的实生苗可直接移植到

田间
。

一般来说
，

每一家系种株 ��� 株
，

每

一研究所评价 ��一 ��� 个家系
。

最北部的研

究站位于北极圈内
，

尽管生长期只有 �个

月
，

但是每天 �� 小时的白昼可以使得植物

充分地生长和获得高产
�

这个地区显然一直

是一块评估耐霜性的有价值的地方
�

� 品种的推广

把有希望人选的品系在试验小区里种植

�年后
，

再把它们与标准的品种进行比较
，

那些继续显示出优良性状的品系被送走再进

行 �年的国家试验
，

在那里把它们种植在

�� 个不同的地方
�

经过这些试验后
，

作为

品种被认为值得推广的无性系
，

都在国家品

种检验委员会注册
�

种子研究所开展茎尖培养
，

以便创造

和保持无病 的种质
。

茎尖培养 以后 的第

�
、

第 �
、

第 �年 中发行证书
，

以认定质

量
�

第 �年生产出的种子再卖给集体和国

营农场
，

现在也同时卖给个体农场
�

目前

已把育种的努力 目标放在开发一种系统
，

以便在茎尖培养后的第 �年生产 出充足的

种薯卖给种植者
�

�
�

结 论

自从 ����年 ������ 的报告发表 以

来
，

俄罗斯的育种计划 已经发生了 巨大变

化
。

目前分生组织栽培被用来生产和保持无

病毒的种质� 发证书的种子计划业已存在 �

育种 目标正在实施以便发展抗病毒的无性

系 � 马铃薯 甲虫和 ���� 正被认真地关注

着� 育种家正在制定控制它们的计划� 有关

倍数性
、

��� 和 �� 配子的知识已使得育种

家更有成效地利用基因资源
。

人们对于由瓦

维洛夫和其他人收集的这个巨大的基因多样

性资源宝库的鉴赏
，

以及人们想利用这一宝

库的愿望
，

在过去的 �� 多年里一直是没有

改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