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马铃薯不同种薯来源鉴定的初步研究

吴建华 严 挥 舒礼熙 严盛才 陈孟华

�浙江省景宁县农业局�

马铃薯具有喜冷凉耐低温的特性
。

其地

上部分生长最适温度为 ��℃ ，

块茎形成最

适温度为 ��� ��℃ ，

在高温条件下退化速

度加快
�

我省春马铃薯生育期间的温度较

高
，

而且贮藏期间还要经过炎热的夏季
，

马

铃薯的退化现象普遍存在
，

但各地退化程度

不一 � 平原重山区轻� 低山重高山轻� 春播

重秋播轻
，

近年来
，

我们从黑龙江省克山等

地引人了一些马铃薯品种春播种植
，

第一年

表现茎粗
、

叶茂
、

病害轻
、

产量高
�

但用收

获后的种薯次年春播种植时则退化严重
，

特

别是易出现
“

次生块茎
”

及不出苗现象
，

严重

地影响了产量和 良种的推广
�

为探求省内马

铃薯留种及克服
“

次生块茎
”

问题
，

我们在马

铃薯主产区进行了不同来源种薯鉴定试验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 年 �月 至 �月在各点进

行
，

具体见表 �
。

试验分 �个处理
，

分别为 �①本年从黑

龙江引人新种薯 �北方种薯��②上年引人平
原春收种薯�③上年引人高山春收种薯�④秋

繁种薯 �⑤本地种 �作 ���
。

处理小区面积

����，
�次重复

，

各处理基肥 � 栏肥 ��

担 � 亩
，

过 磷 酸 钙 ����� 亩
，

氯 化钾

�
�

����亩 � 追肥用尿素 �
�

����亩
，

加氯化

钾 ����亩
�

种植密度 ���� 株 �亩
，

田间

管理同大 田生产
。

表 � 马铃薯试验地点与品种

地 点 供试品种

东农 ���

克新 �号

克新 �号

土壤质地 海 拔
播 种

�月 � 日�

收 获

�月 � 日�

景宁 标溪

绪云 大洋

新昌 回山

砂壤土

砂壤土

砂壤土

����

� ����

� ����

���

���

�� ��

���

����

���

� 结果与分析

��� 种薯不同来源对出苗的影响

�
�

�
�

� 种苗不同来源对出苗期的影响

不同来源的种薯其出苗期不同
，

相同播

期 ��月 �日�出苗最早的为本地种
，

其次

为北方种薯 � 出苗最迟的是秋繁后的种薯

�见表 ��
�

始苗至齐苗日期亦以秋繁种薯处

理最长
，

比本地种和北方种长 �天和 �天
，

原因是秋播收获马铃薯贮藏时间短
，

温度比

较低
，

次年播种时还没有完全通过休眠阶

段
，

延缓了出苗时间
。

播前进行催芽处理
，

有利于打破休眠
，

提早发芽
�

�
�

�
�

� 不同种薯来源对出苗率的影响

由于生长季节和贮藏环境差异
，

不同时

期收获的种薯生活力不相同
，

因此
，

不同来

源种薯的出苗率存在着差异
�

高山春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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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春繁的马铃薯收获季节早
，

贮藏前期温度

高
，

通过休眠期后
，

常常在播种后
，

甚至在

贮藏期间从种薯上长出粗短的甸旬茎
，

并直

接形成仔薯而消耗大量营养
，

播后发生严重

的次生块茎而不出苗
。

平原春繁的种薯出苗

率 只 有 ��
�

��
，

高 山 春 繁 的 也 只 有

��
，

��
�

北方种薯生活力强
，

播种时很少有

仔薯形成� 本地种由于多年种植
，

已适应本

地的气候条件
，

所以两者的出苗率最好
，

分

别达到 ���和 ���
�

秋繁种薯因生长和贮

藏期间温度适宜
，

退化轻
，

生活力强
，

出苗

正常
，

出苗率为 �� � �表 ��
。

不 同种薯来源对出苗的影响 �景宁
，

标溪�

处 理
播 期

�月� 日�

出苗期

�月 � 日�

始苗至齐苗

�天�

出苗率

���

戈︺�︸‘�‘��北方种薯

秋繁种薯

高山春繁种

平原春繁种

本地品种

东农 ���

东农 ���

东农 ���

东农 ���

蒙古大洋芋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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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夕

��
『

�

��

��� 不同种薯来源对生物性状的影响

���
�

� 对株高及分枝数的影响

由于薯种种性退化程度不同
，

而使其株

高
、

分枝数和生长势存在差异
，

试验结果看

出 �表 �� � 除本地种外
，

种繁种薯的植株

最高
，

为 ��
�

���
，

而高山春繁和平原春繁

的植株 明显 矮 化
，

株 高只 有 ��
�

��� 和

��
�

���
，

不到北方种薯的一半
。

每穴分枝

数亦以北方种薯和秋繁种薯较多
，

分别为

�
�

�个和 �
�

�个
，

平原春繁种薯最少
，

为 ���

个
�

由于春繁种薯的两个处理地上部分生长

不良
，

光合产物的积累少而影响块茎的膨大

及产量的提高
。

���
�

� 对结薯数及薯块大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见表 ��
，

除本地种

外
，

单株结薯数以新调人的北方种薯和秋繁

种薯最高
，

分别为 ���个和 ���个
，

最少的

平原春繁处理为 �
�

�个
。

大中薯重量比例也

是北方种薯和秋繁种薯为高
，

分别占 ���

和 �� �
。

由于春繁种薯每穴结薯数少
，

大

中薯重量比例低
，

所以严重地影响了鲜薯产

量和薯块的商品率
。

表 � 不 同种薯来源对生物性状的影响

处 理
株高 分枝数 每穴结薯数

�����个 �穴� �个�

北方种薯

秋繁种薯

高山春繁种

平原春繁种

本地品种

大
、

中
、

小

薯重量比

��������

��������

��������

� ��� ���

��������

�
�

�
�

� 对产量的影响

从 �个点的情况看� 小区产量以新引北

方种最高
，

秋繁种薯次之
，

而高山春繁和平

原春繁两处理的产量明显降低
�

从景宁点情

况看 �表 ��
，

北方种薯和秋繁种薯两处理

比本地种分别增产 ��
�

�� 和 ��
�

��
，

达极

显著差异
。

表 � 不 同种薯来源对产量的影响 �亩
，
���

不同种薯来源 品 种 北方种署 秋繁种薯 高山春萦 平原春繁 本 地 种

，一�﹄�︸�����景宁

绍云

新昌

平

标溪

大洋

回山

均

东农 ���

克新 �号

克新 �号

����
�

� ����

���

���
�

�

���

���
�

� ���
‘

�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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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胚囊母细胞减数分裂

与胚囊形成的研究

肖 增 宽 王 萍

�东北农学院农学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农管系�

利用能产生较高频率 �� 配子的二倍体

与四倍体杂交是实生种子利用与选育优良品

种的重要方法之一
。

我们在用压片法研究了

马铃薯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及 �� 花粉形成

机制 〔 ’ 〕�的基础上
，

用压片法进行了马铃薯

胚囊母细胞减数分裂的研究
，

目的在于了解

胚囊母细胞减数分裂的特点
，

以及胚囊母细

胞与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机制的异同
，

为进

一步探讨 �� 雌配子形成机制及其应用奠定

基础
�

观察胚囊母细胞发育过程通常采用石蜡

切片法
，

但此法难以观察减数分裂各时期染

色 体 形 态 特 征
，

具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 〕 首先采用 了压片法分离烟

草和矮牵牛的胚囊
，

� ����等������用压片

法研究高 粱 的 无 融 合 生 殖 与 有 性 过

程
，
�����等������和 �����

�等������用压

片法进行了一些植物胚囊母细胞减数分裂的

研究
，

克服了石蜡切片法观察胚囊母细胞染

色体的缺欠
，

但至今未见用压片法观察马铃

薯胚囊母细胞减数分裂的报道
�

马铃薯为多

胚 株 植 物
，

用 压 片 法 有 可 能 获 得 较 多

��� 不同来源种薯对抗性的影响

从调查的情况看 �表 ��
，

各处理均未

发现明显的病毒病症状
，

而青枯病以本地种

处理较高
，

穴发病率为 ��
�

��
，

北方种薯

发病最轻
，

穴发病率为 �
�

��
。

本地种青枯

病重是因其多年种植种性退化
，

生长势减弱

造成
。

晚疫病则以平原春繁和本地种两处理

为重
，

穴发病率分别为 ��
�

�� 和 ��
�

��
，

以北方种薯和秋繁种薯为轻
，

分别为 �
�

��

和 ����
。

耐湿性亦以北方种薯和秋繁种薯

为强
。

植
，

表现病害轻
，

产量高
�

但收获后直接留

作下年春播种植
，

则出苗率低
，

产量不高
，

经秋播繁殖
，

可保留种植
，

出苗正常
。

为普及北方良种
，

可采取从北方先调人

少量原种
，

在高山春播繁殖
，

收后再秋播繁

殖
。

用本地秋繁块茎作春播种薯
。

这不仅克

服了春播留种 田
“

次生块茎
”

缺苗的问题
，

也

可扩大繁殖系数
，

减少向北方调种的数量
，

实行马铃薯就地留种
。

表 � 不 同种薯来源对抗性的影响

处 理
青枯病 晚疫病 烂薯率

�穴发病率�� �穴发病率�� ���
耐涝性

����一��
︸�一�
︸� 小 结

北方马铃薯 品种 �东农 ���
、

克新 �

号
、

克新 �号�新调人种薯
，

第一年春播种

北方种薯

秋繁种薯

高山春繁种

平原春繁种

本地品种

�
�

�

�名

���

�
�

�

��
�

�

��
�

�

��
�

�

强

强

一般

一般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