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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病毒引起的马铃薯退化严重地影响着

马铃薯的生产
�

为生产无毒种毒
，

许多国家

均采用了茎尖脱毒技术和先进的病毒检测手

段
。

这是由于在被病毒感染植株的茎尖不含

病毒或病毒含量很低 �也 可 能 由于 病毒在

组织培养的过程 中失活
，

但原因尚不清楚
。

获得无毒植株后
，

就可 以在试验室内快速繁

殖���
��介。

而
���������������生产无毒试管

苗
�

近年来
，

人们又对生产微型薯������������

产生了兴趣
。

因为微型 薯在用 于 国 内或国

际间的种质交流时比试管苗更方便和安全�

另外
，

它也可被用来进行快速繁殖
。

但是
，

它

的成本要 比试管苗高
。

微型薯较小
，

其直径

通常为 ���一 ���
。

若把微型 薯直播 于大

田
，

成活率很低
。

因此
，

可以把微型薯种于温

室或防虫网室内的苗床中生产小薯�而��������
。

用这样的小薯
，

结合早收留种的方法
，

可在大

田生产供良种场用的优质种薯
。

一般来说
，

良种场 用 的 种 薯 大 小 以 单薯 重 �� 一 ���

最为经济
。

若块茎太小
，

不适合大 田栽培 �

太大
，

不经济
。

本试验旨在研究不同密度对在田间条件

下用小薯生产供良种场用的种薯产量和质量

的影响
。

���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东农 ��� 无毒小薯来源于东北

农业大学马铃薯所研究室
，

块茎直径为 �
�

�一

�����
，

均 自然渡过休眠期
。

���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法设计
。

设 �
、

�
、

��个处

理
，

其行距均为 ��
��

，

株距分别为 ��
、

�� 和

����
。

�次重复
，
�行 区

。

试验设置在东北

农业大学试验地
，

前茬菜花
，

土壤肥力中等
，

春翻地
，

有灌水条件
。

���� 年 �月 � 日播

种
，

人工平地开沟
，

条施二胺 ��� 公斤�亩�
。

人工点播
，

后起垄
，

出苗后灌水尸次
，

铲膛各�次
。

根据当年有翅桃蚜第二次迁飞测报
，

��

天后测各处理 �小 区中间行�的株高和 主茎

数
。

然后
，

割除地上部
。

一周后收获块茎
，

按

下 述 标 准分级
。

大薯 二单 薯 重 ����� 中

薯 �单薯重�� 一 ����小薯 二单薯重 ����
。

统

计分析时以每平方米为单位
。

� 结果与讨论

本年度雨水充沛
，

有翅桃蚜迁飞较晚
，

于

�月 �� 日第 �次迁飞因此
，

于 �月 �� 日割

秧
，

块茎于 �月 �� 日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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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马铃薯生产面积 ��万公顷
，

是重要

的粮
、

菜及饲料兼用作物
。

生产上晚疫病
、

病毒病
、

青枯病
、

癌肿病等流行严重
。

主栽品

种米 拉 ��而�
、

疫 不 加 �����五�
、

南 福 塔

����������等使用年传较久
，

逐渐丧失抗

病能力
，

产里低��
�

�吨�公顷�
。

在过去的育

种工作中
，

马铃薯遗传基础比较狭窄
，

旧的种

质资源经反复使用
，

已很难育出好的品种
，

从表 �可以看出
，

随着密度的增大
，

单位

面积的主茎数
、

株高及块茎总数也相应增

大
�

大中薯百分率以 �处理最高
，
为 ��

�

���

而 �和 �处理分别为 ��
�

�� 和召����
。

表 � 不同处理对单位面积大中薯个数

和产童的影响

处理�株距
� 行距�

从�交�
�以犯��

��不�� � 以无��

�夕交� �以址��

大中落�个�动 大中薯产量 ����
，
�

��
�

�� �����

表 � 不同处理对单位面积主茎数
、

平均林高
、

块茎数及大中薯百分率的形响

��
�

�� �����

����� �����

主茎数 平均株高 总块茎数
处理 �株距 � 行距�

�个��
�

� ���� �个��勺

大中落

月峙‘�，�
���������������交� � �无��

���吸� � �无��

���交� � 仗七��

��
�

��

���

����

�
�

�

�
�

�

��
�

�

��碑

从表 �可以看出
，
�处理单位面积的大中

薯数最高
，

为 ��
�

�个��
�，

并和 �
、

�两处理的

差异达 ���� 的显著水平
。

不同密度对单位

面积大中薯产量的影响也呈同样的趋势
，

以 �

处理产量最高
，

为 �������
�，

并和 �
、

� 两处

理的差异达 ���� 的显著水平
。

从本试验的结果来看
，

东农 ��� 脱毒小

薯繁殖的最佳密度应是 �处理
，

即垄距 ����，
株距 ����

。

这个处理无论是单位面积繁殖

的大中薯数
，

还是大 中薯产量都显著地优于

注 � 在同一列中
，

具有不同字母的平均数差异达 住�� 显

若水平
，

但
���田�’ � 新复极差法�

。

�和 �处理
。

但是
，

若就单位面积繁殖的块

茎总个数而 言
，
� 处理

，

即垄距 ����
，

株距

����为最好
�

因为 ��� 以 下 的小薯虽然在

商品薯的生产中没什么用途
，

但这些小薯在

无毒种薯繁育体系中仍然是有利用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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