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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
”

国家攻关马铃薯课题���一���一���

���� 年工作会议纪要

国家
“

八五
’

科技攻关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及育种技术研究课题工作会议
，

在农业部科技司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领导和关怀下
，

在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作物所的大力

支持 下
，

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主持
，

于 ���� 年 �月 �� 日至 �� 日在大同市召开
，

会议历

�付四天
，

园满完成了会议的顶期口的和任务
�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参加国家农业科技攻关 ��一���一��课题的子专题主持人
、

专题主持

人
、

课题管理负责人及特邀专家代表共计 �� 人
�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张增敏研究

员
、

中国农业科学院疏菜花卉所科研处祝旅研究员亲 白到会
，

大会还邀请了老一辈马铃薯专

家程天庆研究员
、

李景华教授与会指导
。

与会代表按
一

于专题和专题进行分组讨论和大会汇报
，

对四年来攻关研究情况进行了认真

的总结
，

对照攻关合同明确了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和新的进展
�

在新品种选育方面已育成审定

了适
一

�’�加工
、

鲜薯出口和食用新品种 �� 个和待审定品系 �个
，

推广
“

七五
’ 、 “

八五
”

育成品种

累积推�
‘ ’

而积 ����
�

�万亩
。

加强了以工厂化生产脱毒小种薯为核心的脱毒种薯生产技术和

脱毒种薯繁育体系研究
，

加快了脱毒种著的推�
’ ‘ �

四年共累计推广脱毒薯而积 ��� 万亩
，

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

�司时利用一些新的资源材料
，

对亲木材料脱毒和利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病毒
、

用电泳方法检测 ���� 等一些先进技术
、

育种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
，

育种水平又有

了显著提高
，

初步实现了品种在用途类型方面的配套
，

结束了我国无适合食品加工用品种的

历史 �已育成品系�
。

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方面
，

在
“

七五
’

选择优良亲本材料
、

优化天然种

籽
、

选配杂交组合的基础上
， “

八五
”

全部采用杂交种子
，

大量利用新型栽培种材料配制杂交

组合
，

并进行多年多点评估鉴定
，

选择优良组合
，

进行批量制种
，

提高杂种优势和对晚疫病

的田间抗性
，

在西南山仄等地增产显著
，

同时扩大了应用范围
，

实生薯 �年累计推广而积已

达 ���
�

�万 亩
，

二年创经济效益 �
�

�亿元
�

亲木材料的筛选及创新方而
，

在抗青枯病亲本材

料筛选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

特别是采用休细胞变异体离体筛选
，

即以我国优良栽培品种为原

材料
，

通过体细胞离休培养和筛选
，

获得抗性显著提高的优良变异系方法筛选抗青枯病材

料
，

同时建立起了马铃薯抗青枯病休细胞变异休离体筛选技术体系
，

为抗源创新开拓了新途

径
，

填补了我国抗青枯病研究领域的空白
�

此外在抗晚疫病鉴定方而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

通过总结汇报
，

也找出了攻关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
，

对后期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进一步安

排和布署
，

明确了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根据四年来的研究结果看出
，

木课题攻关研究内容和经济技术指标是适宜的
，

任务明确
、

重点突出
，

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
‘
二高一优

”

农业的需要
，

按 �前研究进度
，

至 ����年课题的全部攻关任务可以完

成
，

部分内容可超前完成
。

代表们在认真总结汇报四年来攻关工作的基础上
，

还对
‘

八
一

瓦
’

验收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
，

并提出以 卜几点意见 �

�
�

做好验收基木材料准齐
，

缺啥补啥
�

尤其 认真做好研究报告
，

工作总结及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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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栽培技术发展简史

�����一 ����年�

����一 ����年
“

美国马铃薯协会
”

成立于 ���� 年
，

当时生活在北美的马铃薯种植者们都是 自己培育马

铃薯
�

���� 年后期
，

美国联邦政府立法支持
“

国家马铃薯栽培计划
’ ，

这一计划促进了国家

和各个州的试验研究机构共同努力改进马铃薯的栽培技术
�

当时的研究重点是提高马铃薯对

各种病菌的抵抗力
，

改良品种和提高产量
�

����一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

马铃薯栽培技术的发展是一 日千里
，

主要的成就是马铃薯对结痴

病菌
、

病毒性疾病的抵抗力增强
，

并且提高了市售产品的质量
�

美国政府对这一成就做了很

多工作
�

����� ����年

在开发马铃薯的栽培潜能上
，

过去 �� 年是一个惊人的时期
�

对马铃薯栽培的基础研

究
，

最主要的成就是拓宽了马铃薯品
�

种改良的途径
，

将生物工程应用到品种培育上
，

典型的

方法就是将 �口勿��� 种的基因结合到 �
�

�������云， 马铃薯的品种上
�

这些研究成果提高了马

铃薯的生产能力和质量
，

并且为在全世界推广种植马铃薯提供了科学依据
�

今后的以展方向将是进一步改进马铃薯栽培技术
，

将基因工程与传统的栽培方法结合起

来
�

我们将根据需要培育出不同品种的马铃薯
，

如工业爪的和民用的马铃薯
，

研究出对多数

有害昆虫及疾病都有较大抵抗性的马铃薯
，

同时研究对环境因素有较大耐受力的马铃薯
，

这

将是今后栽培技术的发展方向
�

这些努力希望能够改变口前对杀虫剂过分依赖的现象
，

以及

在大范围内生产马铃薯
�

�郝艳红 摘译�

各子专题以 白查为主
，

不组织专家组
，

可请上级主管部门把关和评价
�

各子专题对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和新进展要准备录相和幻灯片
，

要反映出主要成果的

�
‘凡、︸�备色准特

�
�

各专题主持人要及时形成有关验收工作要求等事宜的方案材料
，

按时下达到
一

子专题
�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
“

九
一

丘
’

攻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

针对口前存在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

国家攻关 ��一�
���一

咭

习�课题工作会议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一 日于大同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