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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恩施自治州马铃薯晚疫病发生情况

与 防 治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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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生产概况

自�� 年代以来
，

恩施 自治州的马铃薯种

植面积上升较快
，

由 �� 年代初期的不足 �万

公顷增加到 ���� 年的 �� 万公 顷以上
。

����

年因产业结构调整略有减少
，

但仍可达 �� 万

公顷
。

其间以 �� 年代增加 最快
，
����年 曾

增加到 ��
�

�万公倾
。

恩施 ��� 以上的马铃

薯是与玉米套种
，

这也是西南 山 区马铃薯种

植的一大特点
。

按 �公斤马铃薯折算成 �公

斤谷物类作物计算
，

马铃薯产量约 占该地 区

夏粮产量的 ���
，

占全年粮食总产的 ���左

右
，

是该地区人民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

几乎

是高山地区唯一 的夏粮作物
。

然而 �� 年代

末期以来
，

马铃薯单产一直徘徊不前
，

并有降

低的趋势
，

这与晚疫病的为害有 着直接的关

系
。

旬
，

二高 �������� 一 ���� 米��月 下旬 至 �月

上旬
，

高山 �����米 以上��月中
、

下旬
。

为害

程度一般为高 山重于低 山
，

平地重于坡地
，

水

田重于旱田
。

表 �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 面积与为害程度

年份

发生面积 占播种 面积

�万公 顷� �

产晕损失

万吨 吨�公顷 占总产量

������������������������������书����外����犯������������
，‘

��������������������������撇��������������������”���别渐������������������卿������������

� 晚疫病的发生与为害

马铃薯晚疫病在恩施 地 区每年 均有 发

生
，

其为害面积和程度 随着品种 的抗性及气

候条件变化 呈现出年度 间的差异 �表 ��
，

其

发病时间一般为�低山���� 米以下��月中
、

下

历史上
，

凡晚疫病流行的年份
，

马铃薯产

量 均受到 严 重 影 响
。

���� 年 晚 疫 病 大 发

生
，

致使单产较 ����年下降了 ���
，

����年发

病面积占播种面积的 ��
�

��
，

单产比 ���� 年下

降近 ��� 自 ���� 年以来
，

晚疫病连续 �年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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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

为害逐年加重
。

����年为害面积 已超过

播 种 面 积 的 一 半 以 上
，

比 ����年 增 加 了

��
�

��
，

产量损失 ��
�

�千万公斤
，

占当年马铃

薯总产 的 ����
，

这 个 比例 是 ���� 年 的 �

倍
，
����年的 �倍

，
����年的 ��倍

。

高山地区是晚疫病的重疫 区
，

有随着海

拔增高受害加重的趋势
，

如海拔 ����一 ����

米的建始龙坪
，

每年种植马铃薯 ���� 公顷
，

单产 ����年 为 �
�

�� 万公 斤 �顷
，
����年 为

��
�

�万 公 斤
’

顷
，
���� 年 为 住��万公日 顷

，

而 ���� 年则只有 �
�

�� 万公斤�顷
，

海拔 ����米

鹤峰中营
，

约有 ���公 顷马铃薯
，

���� 年至

����年 �年 的单 产分别 为 �
�

���
，
�乃�

，
�石

，

���
，
�

�

�和 �
�

�� 万公斤�顷
，

其减产幅度更大
。

病重疫 区分布在二高 山以上
，

种薯带病率亦

逐年加大
，

这是近年侵染 源增多
、

为害 面积

增大的因素之一
。

� 晚疫病防治对策

� 晚疫病近年流行的原因

马铃薯晚疫病的流行 已证 明与气候 条

件
，

尤其是降雨量密切相关
，

近年来马铃薯生

长季节 �� 一 �月�雨量 比常年 同期 增加 了

��� 左右
，

如海拔 ����米的利 川
，
�一 �月

常年降雨量为 �����
，

而 ���。 年 同期 则 为

���
�

���
，

增加 了 ��
�

��
，

海拔 ���米的恩施

市此期的常年降雨量为 ���
�

�丁二�
，

而 ���� 年

则达 ���
�

���
，

增加了 ����
，
����一 ����

年恩施其它各地的气象资料也反映了同一趋

势
，

多雨高湿给晚疫病流行提供 了有利的外

界条件
。

恩施 自治州 的马铃薯 主 栽 品种 是 ����

年引人我国
，

�� 年代 开始在 恩施和 西南 地

区大面积推广的德 国品种 ���� 占马铃 薯栽

培面积的 ��� 以 上
。

然而近年来却染病逐

年加重
，

抗性明显衰退
，

有可能是恩施地区的

晚疫病生理小种发生变异所致
，

现正在南方

马铃薯研究中心进行有关生理小种的分布研

究
，

以求了解晚疫病生理小种的变 异情况
。

此外
，

种薯繁殖体系在恩施尚不健全
，

农民多

采用 自行留种或高山换种的形式 由于晚疫

科学研究 与生 产实践均 已证 明
，

抗病育

种是防治作物病害最经济
、

最有
一

效 的 途 径
。

自 ��年代末以来
，

抗晚疫病 育种一直作为我

们防治晚疫病的一项战略措施

����
、

����年我们先后 引种 鉴 定 了 ���

多份材料
，

从 中筛选出抗晚疫病的 �����
、

����
、

八���� 等
，

�� 年代推广 了产量
、

抗性
、

品质均佳的 �加
，

并逐步覆盖 了整个 西南 山

区
。

���� 的推广使 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

在恩施和西南地 区大 幅度增 长 其后至 ���

年代我们 又 先 后 选 育 了 双 丰 收
、

��� 一 �
、

��一 �一 �
、

���一 �等 比较抗病的新品种
，

对马

铃薯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为了提高抗病 育种的效率
，

我们采取 了

早代接种鉴定措施
，

加大选择力度
，

现 已育成

十多份高抗品系
，

正在各级 区域试验 中作最

后评价
，

部分 已开始繁殖推广
。

同时
，

我 们还注 重抗性 亲 本 材 料 的 鉴

定
、

筛选与创新
，

为抗病育种打下 了坚实的基

石出
。

化学药剂防治 是 国外 防治 晚疫病 的 主

要方法
。

我们从 ���� 年开始
�

进行了药剂防

治晚疫病的试验工作
，

结果证明
，

利用瑞毒霉

������由防治晚疫病
，

其防效 可 达 ��� 以

上
，

平均减少晚疫病损失 ��� 以
�

匕 可作 为

晚疫病防治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 有关这

方面的工作将另文报道
。

晚疫病的发生流行与周围环境条件密切

相关
，

在栽培上应采取综合措施加以防治
�

关

键是使 田间排水顺畅
，

做好清沟排渍工作
�

确

保通风透光 良好
，

以降低 田间湿度
，

减少晚疫

病抱子萌发的机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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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的介绍

康 耀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

卫

北京 �以�巧瞬�

��年代初重组 ��� 技术的兴起
，

冲击 异
，

变异的本质主要是 由于 ��� 分子的核

着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许多领域
。

近年发 昔酸序列发生了改变
，

这种改变主要是 由于

展起来的 ����标记技术是众多生物技术其 ���分子发生了点突变
、

重组
、

转换
、

插人
、

中之一
，

它已经在植物病理学的研究领域中 缺 失 等 引 起 的
。

���分 子 顺 序 上 的 任

得到应用
。

本文将对 ���� 的定义
、

检测技
·

何改变都会造成同源 ��� 序列 上 限制性 内

术及原理和在植物病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一 切酶位点发生变化
，

这就会出现 ����
。

因

简明的介绍
。

此
，

我们可以通过不 同的限制性 内切酶对不

同生理小种的 ��� 进行酶切产生大量的限

� �队�的定义 制性片段
，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可以将 ���

片段按各 自的长度分开
。

一般的电泳分辨范

���� 是英文 ���������
� �������� ������ 围在 ���一 ���� 之间

，

因此在这个范围呈现

������������ 的简写
，

意为限制性片段长度 的 ����均可被检测
。

如 比较一 些 致病基

多态性
。

限制性 内切酶是一类能识 别 双链 因的 ����就是直接采用这种方法的
。

但由

��� 分子中特异的一段短序列
，

一般的识别 于细菌 和真菌 的 ��� 分 子 都 很 大
，

在 电

序列长度为 �一 �个碱基对
，

这种酶可 以在 泳时彼此间显然按 长度分先后进行移动
，

实

识别位点内或附近将 ��� 分子切开
，

产生 际上却形成连续的一片
，

无法辨认个别的限

一系列长短不同的 ��� 分子片段
，

这就是 制性片段
。

为了显示某一序列 的 限 制性 片

限制性片段
。

由于不同生理小种 ��� 既同 段
，

必须先将在凝胶上的所有 ��� 片断通

源又有变异
，

同源序列 的限制性 片段长度可 过 �������� 印迹按其原来在凝胶 上 的位 置

能会有所不同
，

这种用 同一限制性 内切酶酶 转移到硝酸纤维膜或尼龙膜上
，

然后用探针

解不同生理小种的 ��� 时
，

就会产生限制 进行分子杂交来揭示 ����
。

所谓探针就是

性片段长度的差别
，

这种差别就是 ����
。

与某一段 的序列相 同或相近的一 段 同源 序

列
。

探针上带有放射性 同位素标记 �或非 同

� 检测 ���尸原理及技术 位素标记�
，

因此与探针杂交的限制性片段所

在的位置能通过放射 自显影 �或显色反应�显

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 中会发生许多 变 示出来
，

这样在 比较不 同的生理小种时就能

在晚疫病防治研究中
，

病原生理小种的 种抗性鉴定的先进方法等基础研究工作有待

分布与变异
，

准确
、

快速的生理小种鉴定和品 于进一步加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