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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大 森

�湖北兴 ��一县农业局 ���勺汉��

湖北省兴 山县地处鄂西 山 区
，

年平均气

温 ��
�

���
，

年降水量 ��� 一 ������
，

年 日

照时数 ���� 小时
，

无霜期 ��� 天
，

土壤多为

黄棕壤性土
，
�� 值 �

，

�一 �
�

�之 间
、

土 质 较

肥沃
，

是马铃薯生长发育的 良好生态环境
。

马铃薯是兴 山县 主要夏粮作物之一
，

总

产 占夏粮 的一 半
，

常年 播 种 面积 �万亩左

右
，

占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
�

���
，

占

夏粮面积的 ��
�

���
。

随着农业生产 的不断

发展
，

马铃薯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在逐年增

长
。 “

七五
”

期间马铃薯播种面积 �����亩
，

总

产量达 到 ����� 吨
，

面 积 比
‘ ’

六 五
”

期 间 的

�����亩增加 �����亩
，

总产增加 ����吨
，

而

单位面积产量则较低
，

全县平均单产 为 ���

公斤
，

其原因之一是品种抗耐病力不强
，

退化

混杂现象普遍
。

因此
�

积极 研究推 广 新 品

种
，

对于提高马铃薯单产和增加粮食总产
，

发

展国民经济
，

具有重要意 义

试验过程

选择地势平坦 土壤肥 力 中上等的地 作

试验地 试验品种
“

鄂芋 �号
” ，

对照 品种
�‘

米

拉
” ，

对比法 试验
，
�次 重 复

�

小 区 长 �
�

���几

宽 如飞
、

小 区面积 ���二�
�

六行 区
，

每行 �� 穴
，

田 间 种 植 密 度 �
�

� �润 � ����
，

每 亩 ����

穴
。

亩施菜饼 ����
，

过磷酸钙 以���作底肥
�

幼

苗出土后
，

视出苗早晚及时进行第一次中耕松

土追肥
，

现蕾时普遍进行第二次中耕培土追施

薯 肥
，

每 次 追 尿 素 ���� 或 碳 馁 �� 一

����

� 各年试验结果

�
�

� 块茎产量及淀粉含量

鄂芋 �号品种选育 后
，

于 ����一 ����

本地 区地形复杂
，

耕作制度多样
，

应根据

马铃薯在耕作制度 中的不同地位 和 作用 �间

作套种
、

连作等�
，

有针 对地探讨高产低成本

栽培法
。

马铃薯的秋季栽培不仅可以 为第二

年的春播生产种薯
，

而 且也可供 应市场
。

在

条件好的地区应积极试种
。

由于海拔 ���
，二 以 上地 区 热 量 条 件 较

差
，

水田由原来的一季水稻改成马铃薯 一 水

稻两熟后
，

在季节上 可能偏 紧 各地 降应 及

时收种外
，

还可 以将 原来的单季杂交粕稻改

成粳稻
、

从而争取季节上的主动
。

��� 积极开拓市场和加工增值

各地 应充分利用本 区马铃薯上市早的优

势
，

积极开拓销路
。

同时
，

应积极 引进
、

消化

适 合于本地的马铃薯 加工技 术
，

促进 马铃薯

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增 加山区农民的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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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不 同 气 候
、

不 同 土 壤 类 型 的 栽 培 条

件下
，

进行了抗性及适应性鉴定
，

其产量均比

米拉 ����增产
，
�年平均增产 �� ��

，

差异极

显著
，

表现综合性状好
，

抗病
、

稳产
。

鄂芋 �号与米拉的产量 比较见表 �
。

表 � 鄂芋 �号和米拉的产量比较

产量 ����
品种

����年 ����年 ����年 平均

鄂芋 姿号

米拉 ����

较对照增产 �

����
�

� ���� � ����� �����

����� ��韶
�

� ����名 �����

��
‘

��
�� ��

、

���� ����
�� ��

�

��众

注 � �� 表示增产达极显著标准

经 �年淀粉含量测定
，

分 别为 巧
�

����
，

��
�

��� 和��
�

����
，

平均 为 �����
，

比米 拉

����淀粉含量 �� ��� 略低
，

但 亩淀粉量达

到���
�

���
，

比米拉 ����亩淀 粉量 ���
�

����

净增 ��
�

����
，

增产 ��
�

���
，

经食味评定 为中

上等
，

符 合群众食用要求

��� 单株块茎性状

鄂芋 �号单株产量各年均高于 对照
、

平

均 达 住�� ��
，

比 米 拉 ����重 住����

最高单株块茎重 �
�

�� ��
，

�年平均高出米拉

������
�

�� ��� � 以上
，

大 中 薯 百 分率 达

�� ���
，

�年平均 比米拉 ����高 ��
‘

���今
。 、

单

株产量和单株结 薯数的变异系数均 较 对照

小
。

��� 抗病性及耐贮藏性
�

�

抗病性 在 自然条件下
，

鄂芋一 号品

种对晚疫病 的抗耐能力强
，
�年平均发病株

率仅 �
�

���
，

比米拉 ����的��
�

�� 低 ����� �

抗皱缩花 口卜病 ���� � ����的能力
，

无论是前

期或后期均 比米拉 ����强 �年平均 发病

株率仅 �
�

���
，

二者的抗病性 比较见表 �
。

表 � 鄂芋 �号与米拉 ��阅 的抗病性比较
�病株 几，��

品种 晚疫病 皱缩花叶病 卷叶病

���� ���� ���� 平 均 ��只� ���� �，�� 平均 平均

鄂芋 �号

米拉 ����

�
�

�

��� ��� ���

��� �
�

�� �
�

��

��刀 ��
�

� ���

� �
�

�� ��� � � �只�

�
�

�� ��
�

�� ��� �
�

�� �
�

�� �血、

�
�

田间烂薯率及耐贮藏性 鄂芋 �号品

种分别为 �
�

�� 和 �
�

���
，

田间烂薯率 比米拉

����低 �
�

���
。

�
�

生育期及生育 日数 鄂芋 �号品种除

出苗期基本与米拉 ����一致外
，

其开花期及

成熟 期 均 较米拉 ����早
，

开 花期平 均 早 �

天
，

出苗至成熟 �� 天
，

较对照早 �天
，

属中晚

熟品种
，

在兴山县绝大多 数为一年一熟的耕

作制度下
，

晚熟更能充分利用 日光
、

温度
、

水

分及土壤 自然条件
，

发挥其增产作用
。

�
�

鄂芋 �号不仅是生产上推广应用的一

个好品种
，

同时也是一 个很好的 育种 材 料
。

兴 山县农科 所从 ����年起选用鄂芋 �号作

亲本材料
，

同 ����一 ��
、

米 拉
、

胜利 �号等 品

种 �系�进行组配
，

表现 出较高的配 合力和遗

传力
，

并筛选出 ����一 �等一批高产
、

抗病 的

新组合
，

目前正在系统选育中
。

�
�

其它 农 艺性 状 株型 半 甸 旬
，

株 高

����
�

茎
、

叶绿色
，

茎缘有紫云斑点
，

复 ��
一

十中

等大 小
�

花冠 白色
，

开 花繁茂
，

天 然结 实性

强
，

结薯集 中
，

块茎扁圆形
，

黄皮黄 肉
，

表 皮

光滑
，

芽眼 深 浅 中等
，

大 中薯 率 占 盯
‘

协 以

上
，

分枝 少
，

休眠期较长
，

幼苗生 长势 强
�

抗

旱能力及适应性强
，

耐膺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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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漠裕 刘朝荣

�湖南省龙 山 县马铃著研究所 引 �����

州芋 �号是我所 ���� 年 以来选育 的一

个马铃薯新 品种
。

经我所 多年 品种 比较试

验
，

均表现高 产稳 产
、

薯形 好
、

大块 茎 多
、

抗

性强
、

适应性广等特 点
。

在各地 多点试种和

生产示范
，

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

选育经过

����年 以我所选育的一个马铃薯新品系

��� 一 ��作母本
，

从美 国 引进我 国的 ������

作父本
，

通过有性杂交
，
����年从播种 的杂

交 种 实 生 苗 中 选 择 的 优 异 单 株
，

编 号 为

�� 一�� 一 �
，
����年进行品 系鉴定 试验

，

采用

间比法排列
，

重复 �次
，

比对照 种新 芋 � 号

增产 �
�

�� � ���� 年进人品系预 备试验
，

采用

随 机 排 列
，

重 复 � 次
，

又 比 对 照 种 增 产

���� ����年进行 品种 比较试验
，

比对 照

种米拉 增产 ���� 其丰产性
、

块茎的商品

薯率
、

薯形
、

抗青枯病和晚疫病等方面明显优

于对照种米拉
。

从 ����
，

一 �����年 的 �年 问
，

在 我 所

进行的马铃薯品种 比较试验和 各类系统的 区

试中
，

该品种参加
一

试验的共有 �次
，

有 �次产

量居第 �位
，

一次居第 �位
，

一次居第 �位
，

次 次 都 比 对 照 种 米拉 增 产
。

增 产 幅 度

��
，

�今
。
一 ����今

。 ，

其 中有 � 次 增 产 都 在

��
�

�� 以 上
�

仅有 �次在 ���� 以 下
，

平 均 增

产 ��
�

�
��。

�次平均 亩产 ����
�

���
，

对照种平

� 大 田繁殖及 示 范结果 � 鄂芋 �号品种的适宜种植密度

在大田繁殖 中
，

鄂芋 �号品种在兴 山县

棒子乡河坪村一组张国满责任田进行繁殖
，

面积 �
·

�亩
，

平均亩产 ����
·

����
，

比当地种植

的米拉 品种增 产 ���� �����年 在棒子 乡进

行大面积示范
，

种植面积 ���� 亩
，

经验收
，

平

均亩产 ����
�

���
，

比对照增产 ��
�

��
，

比地方

品种
‘ ·

深眼红
”

增产 ��
�

�� � ����年扩大示 范

����� 亩
，

平 均 亩 产 ����
�

���
，

比 克 矮 增 产

��
，

���
、

最高单产达 ����
�

���
，

在生产示范中

表现出较高的生产力
，

目前 已在全省推广种

植
，

是兴山县主栽品种

����年县农科所进行了 �个处理的 不同

密度的栽培试验
，

随机 区组
，

�次重复
，

小 区

面积 �
�

�� 亩
，

亩施基肥 ������
，

其结果 以 每

亩 ���� 一 ���。 株 产量最高
，

差 异显著 以

行距 ������
，

株距 ��一 �����
�为宜

，

增 产效 果

最好
�

根据以 上经验
，

针
一

对 目前兴 山县马铃薯

品种混杂退化普遍
�

高抗病的
’ ‘

鄂芋 �号
”

品

种尚未得到普遍推广的现状
，

因此
，

建议建立

鄂芋 �
一

号无病种薯基地
、

加快其推广速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