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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由于 良种给农 民带来了经济实

惠
，

调种积极性很高
，

但是因不注意保护良

种
，

寿命短
，

结果造成每年重复调种
，

浪费

财力和物力
。

影响马铃薯良种寿命的主要因

素是病害
，

特别是病毒病害
，

它们分别造成

不同程度的马铃薯良种退化
。

解决这一问题

最有效
、

经济简便
，

然而又常被人们忽视的

方法是汰除马铃薯病株
。

� 汰除马铃薯病株的必要

我们知道
，

病害的传播蔓延是靠传播介

体 �昆虫
、

蜡类�和机械接触传染 �大田作

业
，

机械摩擦
，

灌溉等�来完成的
。

带病的

种薯或被感染的植株一 旦被引人大 田
，

很快

传播蔓延
，

如果病害得不到有效控制
，

几年

之后就造成良种退化
。

防治病害不外乎从两

个方而
�①种薯消毒�②汰除传染病原

�

前者

成本高
，

方法不易掌握
。

后者经济实惠
，

简

单易行
。

但是
，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

许多农

民通常不愿汰除病株
，

似乎会影响到产量
。

试验表明
，

病株汰除以后
，

所留的健株会充

满空隙
，

足够补偿产量损失
，

而且产量更

高
，

特别是在早期汰除病株的时候
。

� 病株症状的识别

在识别症状时
，

首先要对品种在当地环

境条件下特殊表现有所 了解
。

植株受到病

毒
、

真菌和细菌等病原的侵染时
，

常会显示

一定的症状
，

通常表现在叶片上
，

一般有以

下几大类 �①花叶�②坏死病斑�③萎蔫�④变

形
。

由病毒�如 ���
，
����浸染所引起的症

状一般是花叶类� 由典菌 �如晚疫病菌
、

环

腐病菌�引起的症状一般是坏死病斑或变

形� 由细菌 �萎蔫病菌�所引起的症状通常

是萎蔫
，

当然
，

它们复合侵染时
，

会表现一些

交叉症状或别的症状
。

这样
，

在汰除病株过

程中更有针对性
，

分清轻重缓急
。

不过所有

病毒
，

真菌和细菌病原都会传播
，

并且在体

内积累造成新的传染原
，

只是不同病原对产

量影响程度而 已
。

一般情况下
，

病毒对产量

影响最大
，

大约 ��� 一���
，

真菌次之
。

� 汰除病株的步骤

病株一经发现
，

就应立即汰除
，

一般在

出苗 �一 �天后进行
，

以后陆续进行多次
。

汰除开始越早
，

病原传播机会越少
，

产量损

失越小
，

效率就越高
。

但是
，

汰除与拔除病

株是两个不同概念
。

病株虽然拔除了
，

但留

在地下部的病原体仍然会造成新的传染原
。

汰除病株包括以下几步 � 用铁揪把病株刨起

来
，

包括块茎和甸甸茎
，

集中到大 田 �� 米

远的地方
，

最后病株一定要烧毁或深埋
，

否

则它会靠介体再传人大田
。

� 影响因素

品种混杂
，

整齐度差
，

病原复杂
，

给汰

除造成一定困难
。

灌溉
，

植株缺少水分干旱会萎蔫
，

易与

病原引起的萎蔫症状混淆
。

生理病害
，

植株缺乏营养元素时
，

也常

会农现一定的症状
，

如花叶
、

矮化和变形

等
。

因此
，

首先要管理好大田
，

进行施肥
、

灌水
。

由缺乏营养元素引起的症状会因补充

营养而逐渐消失
。

总之
，

汰除马铃薯病株是一种经济易行

的方法
，

在观察出苗和中耕除草时即可顺便

完成
。

大同市南郊区赵家小村
，

用此方法保

护 良种
，

可使种薯延长寿命 �一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