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马铃薯杂交组合选配与亲本性状

遗 传 关 系 的 研 究

洪 乃 武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前
�

�

一
�一����，��

口

掌握亲木特征特性
、

配制最优杂交组合

并于实生苗世代进行有效选择
，

是马铃薯育

种工作的关键
。

木试验采用的杂交亲木在熟

期方而有早熟
、

中熟和中晚熟 �种 � 在品种

和品系方面
，

包括有普通栽培种和新型栽培

种
，

因此
，

使杂种后代能在广泛的遗传基础

上进行重组
。

弄清亲本与后代间主要性状遗

传相关性
，

可提高实生苗及以后各无性世代

的选择效果
�

� 材料和方法

选用 �个不同特征特性的亲木
。

配制成

�种类型 �个杂交组合
，

见表 】 。

表 � 不 同亲本与杂交组合

代 号 组 合

�一� 白 头 翁 � 卡它丁

�一� ��头 翁 � ����一��一�

�一� 白 头 翁 � 克 ���

�一� 克新 �号 � 卡它丁

�一� 克新 �号 � ����一��一�

�一� 克新 �号 � 克 ���

�一， 阿 普 它 � 卡它丁

�一� 阿 普 它 � ����一��一�

�一� 阿 普
‘

已 � 克 ���

将杂交种子于 �月初浸种催芽
，

待有少

量种子出芽时
，

拌上干细砂播种在温室内
。

当苗高 �一 �厘米时
，

将苗移至塑料大棚
，

控制温
、

湿度
，

使实生苗茁壮生长
。

�月末

进行蹲苗
，
�月上旬定植于田间

。

试验地前

茬小麦
，

肥力 中等
，

长 �米
，

行距 ���米
，

株距 ���米
，

每行定植实生苗 �� 株
。

田间

调查方法是选择有代表性不缺苗地块定点调

查
，

调查株数 ��一 ���株
。

在实生苗世代
，

株高
、

产量和块茎商品

率等性状
，

因受育苗
、

移栽和 田间定植等环

境条件影响
，

株间差异较大
，

在调查和选择

时只取相对数据
。

生育期间记录晚疫病发病

程度
，

将没发现病毒病的单株作标记
，

收获

时结合地上部表现
，

对薯形
、

皮色
、

芽眼深

浅
、

蔓茎长短进行 记录
，

并以上述性状作为

优良单株选择的标准
，

现将亲木有关性状列

于表 �
。

� 结果与分析

�
�

� 不同杂交组合实生苗田间晚疫病表现

实生苗与无性繁殖系的田间晚疫病的发

病情况不同
，

试验表明
，

实生苗田间发病时

期一般在无性系发病 已达 �级 �付刁
‘

开始发

病
，

抗病单株可推迟到下酷霜
。

经过两年观

察
，

实生苗对晚疫病 田间表现与亲本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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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杂交亲本特征特性

亲本名称 熟性 薯形 皮色
芽眼

深浅

蔓茎

长短

抗晚

疫病

程度

头礼夯病表现 丰产性

���

高
�

高中中中勿中衡短短短短中中中中浅中中中白头翁��������� 早 长椭圆 黄

克新 �号 中早 圆
、

椭圆 淡黄

卡它�����������中早 圆 白

阿普它����� 晚 椭圆 黄

����一��一� 中晚 椭圆 白

克 ��� 晚 回 淡黄

不抗 感 ����
，
����

，
����

，

抗 感 ����

中 感 ����
、

���
、

����
，

抗 耐 ���
，

对 ���� 过敏
，

较抗 轻感 ����

高抗 感 ���

对 ��� 过敏

抗 ���
、

���

抗 ���
、

���

表 � 不 同杂交组合实生苗田间晚疫病表现

��名�年 ����年

代 号 组 合 重病��� 催病指数 重病��� 腿病指数

两年平均

重病���

击几︸�，
、
������，��丹一��������

，���飞月
�

，犷少�，‘者�飞，乙，‘�‘，抗 不抗 �月 �� 日 �月 �下� 抗 不抗 �月 ��「� �月 �日 抗

�一� ��
�

� ��
�

� ��
，

�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了‘�，汀︵了�一�

�一�

�一�

�一�

白头翁 � 卡它丁

�
‘

�头翁 � ����一��一 �

白头翁 � 克 ���

克新 �号 � 卡它丁

克新 �号 � ����一��一 百

克新 �号 � 克 ���

���� � 卡它�

���� � ����一��一�

���� � 克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

��
�

�

��
，

�

��
�

�

��
�

�

���

�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①

②

表中重病率是指发病�� �级为不抗
，

一般在自露节前�

催病指数 �
工 �病级株数 � 该炳级代表值�

调查株数
、
发病址屯级代表值

义 ���

有密切关系
，

以克新 �号和克新 �号品种发

病 �级为调查 日期
，

其重病率和摧病指数见

表 �
。

从表 �可以看出
，

亲木抗晚疫病
，

其后

代出现抗晚疫病单株多
，

以白头翁做母木的

�个组合后 代 出现抗病株率 为 ��
�

�� 一

�� ��
，

以克新 �号为母木的 �个组合实生

苗抗病株率为 ��
�

�� 一 ”
�

��
，

以阿普它为

母木的 �个组合实生苗抗晚疫病程度直接影

响实生苗当代对晚疫病的抗性
。

父
一

母木抗晚

疫病
，

实生苗群体出现抗病频率就高
，

反之

则低
，

如图 �所示
，

第一类组合
，

早熟不抗
� 中早熟不抗

，

实生苗群体出现抗病频率为

��
�

��
， 一

早熟不抗 � 中熟较抗
，

出现抗病频

率为 ��
�

��
，

早熟不抗 � 晚熟高抗
，

出现

抗病频率为 ��
�

��
， ’

另两类组合与第一类

组合趋 于一致
。

证明杂交亲本对实生苗群体

抗晚疫病性有较强的遗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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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病

����︵岁︶荟戛

图 � 不 同组合实生苗田 间晚疫病表现

��� 不同杂交组合实生苗田间 ���� 表现

观察各杂交组合实生苗群体抗病性
，

两

个试验表明
，
�个杂交组合所培育实生苗中

只有部分单株表现 ����
，

没发现花叶
、

卷

叶或其它病毒
。

将田间观察生长正常
、

叶片

舒展
、

无任何病症的单株视为健株
，

与感病

单株分别记载
，

结果见表 �
�

从表 �可以看出
，

两年各杂交组合实生

表 � 不 同组合实生苗田 间 ���� 表现

����年 ����年

组 合 ���� 健株 ����

两个 ����

���

���
了

�，
汀

飞︸，产。八����
﹁”�

�
‘

�
‘������飞

矿
�
︸��︸�︸

、产�﹂八”�丫����������。

一
。

��
‘
工�八��工����少���驯���

�����一晰
。
川�’�珊。���。。

一白头翁 � 卡它丁

�勺头翁 � ����一��一�

自头翁 � 克 ���

克新 �号 � 卡它丁

克新 �号 � ����一��一�

克新 �号 � 克 ���

阿普它 � 卡它丁

阿普它 � ����一��一 �

阿普它 � 克 ���

键株

���

��
�

��

���

��
�

��

��
�

��

��
‘

��

���

����

】��

���

苗对 ���� 每年表现程度也不同
，

如克新 �

号 � 克 ���组合
，

����年没发现带病植

株
，

而 ����年表现 ���� 的 单株 高 达

��� � 阿普它 � ����一 ��一 �和克 ���组合

两个都没发现 ����
，

其原因是 ���� 可以

通过有性繁范过程传递给 户代
，

致使部分实

生苗当代出现病株
。

按调查株数统市�
一

����

出现频率
，

以克新 �号 � 克 ��� 址高为

�
�

���
，

其次是白头翁 � 卡它丁为 �
�

���
，

阿普它 � ����一 ��一 �和克 ���二组合实生

苗没发现 ����
，

这与亲木阿普它品种没感

染 ���� 有关
，

亲木尤其母本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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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在 实生 苗 当代 即不 同程 度 地 表 现

����
�

因此
，

在选择亲本时
，

不仅按不同

用途要求应具高产
、

高淀粉
、

食味好
、

抗晚

疫病和优良农艺性状
，

而且必须进行鉴定或

检测是否带有 ����
�

��� 不同杂交组合实生苗世代熟性的观察

图 �所示
，

各组合实生苗早
、

晚熟单株

出现频率与亲本熟性有密切关系
，

早熟的白

头翁 � 中早熟的卡它丁组合
，

其实生苗出现

早熟单株为 ��
�

��
，

父母本均为中早熟的

克新 �号 � 卡它丁组合
，

其实生苗出现早熟

频率为 �����
，

白头翁 � 晚熟的克 ���
，

实

生苗出现早熟单株为 ��
�

��
，

晚熟品种阿

普它与克 ���交
，

杂实生苗出现早熟株率仅

有 �
�

��
。

�
�

� 不同杂交组合实生块茎农艺性状表现

����︵界︶并戛

‘ 一 � 乙 一 匕 � 一 � � 一

图 � 不同杂交组合实生苗早
、

晚熟单株出现频率

实生苗单株收获时
，

调查旬株块茎的薯

形
、

皮色
�

芽眼深浅和蔓茎长短
，

结果见表

�
，

现将主要农艺性状分析如下 �

���
�

� 薯形 从表 �可 以看 出
，

凡母本薯

形是椭圆或长形
，

实生苗群体出现椭圆形薯

频率高
，

如白头翁 � ����一 ��一 �
，

椭圆形

薯占 ”
�

��
，

其次是阿普它 � ����一 ��一 �

为 ��
�

��
。

凡是父母本都是圆形薯
，

其后

代出现圆形薯率高
，

以阿普它 � 卡它丁组合

后代出现圆形薯率为 ��
�

��
。

白头翁亲本

产生畸形薯 �
�

��
�

由此可见
，

亲木的薯形

与实生苗群体薯形呈正相关
�

����� 薯皮色 亲本块茎皮色与实生 苗块

茎皮色有较大遗传关系
，

母本块茎是淡黄

皮
，

父木块茎皮色是白颜色的
，

实生苗块茎

皮色出现白皮株率较高
，

如克新 �号 � 卡它

丁
一

出 现 白 皮薯 为 ��
�

��
，

克新 � 号 �

����一 ��一 �出现 白皮薯株率为 ��
�

��
，

而

克新 �号 � 克 ��� �淡黄皮�后代白皮薯株

率仅占 】�
�

��
。

计算 �种类型 �个杂交组

合出现薯皮色株率是 � 第 �组 �个组合出现

白皮 薯 单 株 分 别 占 ��
�

��
，

��
�

�� 和

��
�

��
，

淡 黄 薯 皮 株 率分 别 占 ��
�

��
，

��
，

�� 和 ��
�

��
，

黄 皮薯株 率
�，��

�

��
，

�
�

��和 ��
�

��
。

另 两组与第 �组 出现薯皮

色率与亲木皮色基木相同
，

只是阿普它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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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后代出现少量粉皮或红芽眼单株
，

这

与亲本上代有红皮种或存在新型栽培种亲缘

有关
，

可见亲本的薯皮颜色决定实生苗群体

出现薯皮颜色的百分率
。

表 � 各杂交组合实生苗块茎农艺性状调查 ��年平均��

薯 形 薯皮色 芽眼 蔓茎
组 合

———
—— 一

—
圆 椭 长 畸 白 淡黄 黄 红�眼� 深 浅 长 短

自头翁 � 卡它丁 �
�

� ��� ��名 �
�

� ��� ��
�

� �� ��名 ��� �
�

� ���

白头翁
� ����一��一� �

�

今 ��
�

� ��� ��
�

� ��刃 �� ��
‘

� ��
�

� �
�

� ��乃

白头翁 � 克 ��� �� ��� ��� �
�

� ��乃 ��
�

� ��
�

� ��� ��� �� ��
�

�

克新 �号 � 卡它丁 ��
，

� ��� �� ��
�

� ��� �
‘

� ��
�

� ��
�

� �� ���

克新 �号 � ����一��一� 的
�

� ��� ��
，

� ��
�

� �� ��
�

� ��万 ��
�

� ���

克新 �号 � 克 ��� ��乃 ��
�

� �刃 ��名 ��
�

� ��石 �� �月 ��
�

� �
，

� ���

阿普它 � 卡它丁 ��月 ��
�

� �� ��名 ��
�

� 一�
�

� �碑 ��� ��
�

� ��� ��夕

阿普它 � ����一��一� ��
�

� ��� �
�

� ��� ��乃 �� ��
，

� ��
�

� �� ��刀

阿普它 � 克 ��� ��
�

� ��� ��
�

� ��
�

� ��夕 ��
�

� �� ��
�

� ��
�

� �名 ���

����� 芽眼深浅 从表 �可以看出
，
�个组 除 克 新 � 号 � ����一 ��一 �和 阿 普 它 �

合实生苗出现芽眼浅单株
，

以克新 �号 � 克 ����一 ��一�短蔓茎率偏低外
，

其他组合均

���最高为 ��
�

��
，

其次是阿普它 � 克 ��� 在 ��
�

��以上
。

为 �����
，

克新 �号 � ����一��一�第 �为 �� 不同杂交组合实生苗单株入选率

��
�

��
。

可是父母本块茎芽眼深浅直接影响 按实生苗群体抗病性的综合农艺性状选

后代块茎芽眼深浅出现频率
，

但 目前采用的 择
，

从单株人选率情况看
，

阿普它 � 克 ���

杂交亲本芽眼深度多数是中等或较深的
，

其 最高为 ����
，

其次为克新 �号 � 克 ���

后代材料中
，

块茎芽眼中等深度居多
，

浅者 为 �
，

���
，

白头翁 � ����一 ��一 �入选率仅

极少
，

应选用芽眼浅的亲本
。

有 �
�

���
。

将两年平均单株人选情况用表 �

����� 蔓茎长短 不同组合实生苗蔓茎长 表示
，

从母木上看
，

克新 �号人选率较高
，

短与亲本特性有相应关系
。

蔓茎短即结薯集 从父本上看
，

卡它丁和克 ��� 的人选率较

中的性状在实生苗当代可以明显的观察
，

早 高
，

在 �种类型组合中
，

����一��一 �做父

熟组合后代出现短蔓茎率较高
。

试验证明
，

本的实生苗人选率均低于同类组合
。

表 � 各组合与实生苗单株入选率的关系

组合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人选率��� �� �
�

� �
�

� �乃 �乃 �
�

� �� �� ��

偏差
，

可 以 准确观察 到具有优 良性状 的 品

� 讨 论 系
·

选择亲本固然重要
，

但更不能忽视实生

苗
一

早期 世代有效选择
。

�
�

实生苗圃是 田间系统选择第 �年
，

�一早熟组合多不抗晚疫病
，

株丛不繁

每年至少要定植 �一 �万株
，

至品种区域试 茂
，

块茎较小
，

实生苗当代常被淘汰
，

所以

验 �一 �年间人选率约为万分之一
，

选择遗 目前早熟后代极少
，

应选用抗晚疫病早熟品

传力水平较高的亲木
。

按抗病性
、

熟性及主 种杂交
，

注意发现早熟单株
，

方能选出较多

要农艺性状进行选择
，

将会减少田间口测的 的早熟材料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护曰侧阂冈 卜下气

只 只
只 病虫防治 只

只 只
头 七二�冲二口 工二刁 �二月 公 �，

咨
马铃薯黑粉病的发生与防治

朱 振 东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所�

马铃薯黑粉病是一种重要 的马铃薯病

害
，

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

要检疫性植物病害
。

����年 ������和 � ��
�

���在秘鲁发现这种病害
，

当时称之为马铃

薯块茎安德安病害
。

���� 年 ������确定这

种马铃薯病害是由一种黑粉病菌引起
，

并将

这 种 黑 粉 病 病 菌 定 名 为 了，����
砂��

�

������
�

� 黑粉病的发生

�� 症状

马铃薯黑粉病菌主要危害马铃薯地下

茎
，

甸甸茎和块茎
，

病菌浸人后刺激寄主组

织过度生长
。

侵染的块茎表而形成瘤状突

起
，

甚至畸形
，

有时薯块开裂
。

整个侵染块

茎内部组织都有大量褐色小点 ��盯���和

������ �����
。

叶而有时也受到危害
，

产生

瘤状 或疮状 突起
，

内生 褐 色 小 点 ������
，

�����
。

�
�

� 病原

学名 �
介

���砂
��� ������刀���。 � 分类

地位 � 担子菌亚门���
������ 多

，�������
，

冬抱

菌纲�几��
����。 ‘���

，

黑粉菌 日 ��
�，��������

��
，

黑 粉 菌 科 ��
��������� 。 。 � 。

�
，

楔 抱 黑 粉

菌 �时 ���。 。 ���。 ���
，

马铃薯 楔 抱 黑粉

菌
。

抱子堆主要存在地下茎
、

甸甸茎和块茎

内
，

引起肥大和类似瘤状的菌瘦形成
。

菌瘦

内含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卵圆形或不规则形的

袍子腔
。

单个袍子腔充满抱子团
。

抱 子团由

袍子球组成
，

暗黄褐色
，

从抱子腔产抱菌丝

层向心形成
，

只有当周围组织分解而暴露��寸

才变成粉末或颗粒
。

袍子球近球形
，

卵圆形

或不规则形
，

大小为 ��一 ��“ � � ��
·

��料�

�平均 ��
�

�拜� � ��
�

�拼��
，

由 �一 �个紧紧

连在一起的抱子组成
，

少数由单个袍子组

成
。

抱子黄褐色或亮红褐色
，

近球形至有棱

�子匕 完产 劣拼 ‘ 二弓二 贷瞬‘ 二弓二 二子二‘ 公狱 二下�

�
�

研 究 表 明
，

���
，

��� 等病 毒

可以通过有性繁殖摈 除
，

有 些 不抗病 品

系可能在无性世代再浸染
，

而 ���� 在

实生苗当代即发病高达 �� �
，

利用脱毒

亲本杂交选育抗 �耐����� 和 ��� 的

品系材料
，

进 而选育 出优 良品种
，

是 当

前育种之关键
。

因此
，

必须将现有性状

优 良的亲木进行检 测 不带 ����
，

并脱

掉 ���
、

��� 等病 毒
，

使亲木 材 料净

化 后 杂 交
，

有 可 能 选 育 出抗 病
、

高产
、

优质 的新 品种
。

�
�

实生 苗培育和选择受到育苗
、

移栽

和田间定植管理等条件的影响
，

株间差异较

大
，

当年不
�
丁能准确观察产量

、

淀粉含量和

块茎商品率等性状
，

只能在收获时相对 比

较
，

故木试验选择标准只能对植株抗病性
、

块茎整齐度兼综合农艺性状做为观察及优良

单株人选的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