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咒

马铃薯脱毒小薯直播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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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智明 姚裕琪 梁德霖

�内蒙古农科院马铃薯小作物所
，

呼和浩特�

引 言

从 �� 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利用马铃薯茎

尖组织培养的方法获得了脱毒品种
，

此后相

继由许多科旬�单位用这种方法生产脱毒种

薯
，

以解决种薯退化的问题
，

并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

采用脱毒小薯播种是当前马铃薯生

产的一项先进技术
。

脱毒小薯主要是用 于原

种生产
，

我院所处呼和浩特市气温较高
，

马

铃薯病毒传播较快
，

不适应生尹
�

原种
。

我们

选择 在 海拔 ���。 米
，

�月份平均 气 温 为

��
�

�℃ ，

妊夜温差较大的阴山丘陵后山冷凉

地区生产原种
，

但该地区春 旱较尸
“
屯

，

年降水

量只有 ���一 ���毫米左 右
，

多集 中在 �一

�月
，

约 �，�全年降水量的 ���
。

为了研究马

铃薯脱毒小薯在旱地直播后的出苗情况
、

病

毒病感染率以及产里
、

平均 单株块茎数以及

大中薯率差异
，

我们在后山地区武川 旱作试

验站进行了马铃薯脱毒小薯直播效果试验
，

为今后在干旱地�、 发展马铃薯原种生产提供

依据
。

重 ��一 �� 克
。

试验随机排列
，

重复 �次
，

小 区 而积为 �� 米
�，

行株距 �
�

�米 � �
�

�

米
，
��行 区

，

娜小 区 ���株
�

�月 � 日播

种
，

播前精细整地但未浇水灌溉
，

播种深度

为 ��一 �� 厘米
，

田 间管理同当地习惯
，
�

月 �� 日成熟
，

�� 月 � 日收获
。

生育期间对

供 试材料的营养体生长情况
、

生物学特性
、

物候期
、

病害退化等进行调查
，

收获时考

种
、

测产
，

采用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并分

析其结果
。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为脱毒马铃薯 品种 ����� ���

网室生产的基础种
，

种薯按大小分三级 �①

单薯重 �一 �克 �② 单薯平 �一 �� 克�③单薯

� 结果与分析

�
，

� 生育期间的表现

参 试材料在生育期间植株生长势均很

强
，

无病毒感染
，

各种薯级别间的出苗天数

和出苗率有差异
，

出苗天数是随小种薯大小

的增加而缩短
，

出苗率是随小种薯大小的增

加而增高
，

这表明脱毒小种薯越小受环境影

响就越大
。

根据物候调查记载
，
�一 �级小

种薯的出苗期较长
，

第 �次降雨后才见 出

苗
，

如无 自然降雨
，

�级小种薯特别是微小

种薯的出苗将受严重影响
，

甚至不出苗
。

经

方差分析
，

各级别种薯间的出苗天数达到显

著差异
，

出苗率经反正弦转换再方差分析
，

差异不显著
。

说明干旱影响小种薯的出苗时

间
，

但出苗率差异不大
，

从表 �也可看出
，

出苗率址大相差只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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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生育期间田间调查

种薯级别
规 格

�克�

出苗率

���

出苗天数

�天�

病毒病株率

���

植 株

生长势

生育日数
播一成
�天�

生育日数
苗一成
�天�

��

��

��

���������弧强弧����
夕
��，�戈甘‘�

‘
���，乙，‘

���姑�� �

�� ��

��� ��

�� 各主要经济性状差异

从表 �可以看出
，

第 �级别种碧在表中

的几个主要经济性状中均为最低值
。

经方差

分析
，

各种薯级别间除产量达到极显著差异

以外
，

其余各性状均无显著差异 �表 ��
。

这表明
，

一般大 田生产所用的小种薯播种
，

以 ��一 ��克为最佳
，

各主要经济性状均表

现良好
，

以产量最为突出
。

而低于 �� 克的

小种薯由于出苗受干旱影响
，

前期的曹养生

长迟缓
，

导致影响后期结薯
，

但各种薯级别

间的平均块茎数无显著差异
，

对继代繁殖影

响不大
。

表 � 各主要经济性状的表现

种薯级别
规格

�克�

平均单株

块茎数�个�

平均单株

商品薯数�个�

小区产盆

����

平均单株商

品薯产量����

商品率

���

折合亩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
表 � 主要经济性状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小区块茎数

处理间

区组间

机 误

�介�

��
�

��

���
�

��

��
�

��

商品薯数 商品薯产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区产量

����
�

��

����

����

��
�

���

商品率

���
�

��

���
�

��

����

�
�

���

注� ��刀�� �
�

百� �。 刀�二 ��夕�

��� 效益及繁殖倍数分析 亩用种量也很大
，

以 ����株 �亩计算
，

一

从以上可以看出
，

一般大 田生产用单薯 亩地用种皿 ��一 ���公斤
，

一般脱毒薯的原

重 ��一 �� 克的小种碧播种产虽最高
，

但愁 种单价都在 �元 �公斤以上
，

其种子投人成

表 � 投入产 出效益及扩繁倍数

各级别种薯的规格�克� �� � �一 �� ��� ��

��� �� ��� ��

投人原种
用种星����

��� �，�

����
�

�

���� ���

����乃

产出原种

本�元�

里����

人�兀� ���
�

�

净 效

繁 分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成收阮数

益倍

注� 以 �亩计约投人产出
，

亩株数 ����株
�

基础种成本 �兀 ���
，

原种 �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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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单薯重低于 �� 克的小种薯或微型薯高

几倍到十几倍
。

从整个原种生产过程来看
，

如果各级别小种薯的其他投人成木以相同考

虑
，

第 �级种薯的净效益 比 �一 �级种薯的

净效益低 �表 ��
，

以 �级最为理想
。

利用

脱毒小种薯的日的是增加繁筑倍数
，

加速 良

种推广
。

而繁殖倍数是种薯越小越高
，
�级

小种薯的繁袱倍数高达 ��一 �� 倍
。

分别比

�级和 �级小种薯的繁硫倍数高几倍到几十

倍
�

� 小结与讨论

利用脱毒马铃薯小薯在大田直播生产原

种可以使马铃薯脱毒种薯的繁筑倍数增加
，

生产成本降低
，

对于大批童生产脱毒种薯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

木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

在

一般旱滩地生产原种
，

直播单薯重 ��一 ��

克的小种薯净产量址高
，

差异极显著
，

各主

要经济性状和生育期间表现也较好
，

但差异

不显著
。

如果从投人产出的净效益及繁筑倍

数来看
，

直播 ��一 �� 克的小种薯 比直播小

于 ��克的小种薯差
。

以 �一 �� 克小种薯播

种其净效益最高
，

以 �一 �克的微小薯播种

的繁殖倍数最大
。

口前
，

脱毒 马铃薯 已 在全 国 �� 多个

省
、

市
、

白治区显示了巨大的增产作用
，

有

些地区也因此建立了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休

系
，

以推广
、

生产脱毒种薯
。

我区是开展脱

毒薯生产 比较早的地区之一
，

近十几年由科

研单位及种 子生产部门生产了不少脱毒马铃

薯
，

但脱毒品种的实际推广面积仍然不大
，

其原因除马铃薯木身繁殖系数较低
，

用种量

较大以及产
、

销脱节以外
，

还有繁殖脱毒种

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设备
，

尤其是用脱毒薯

基础种的微型薯 �� �克�
，

直接用于大 田

生产尚有一定困难
，

必须要有整地良好
、

灌

溉方便的条件
，

而且在繁育体系中需要有一

个气温较低
、

毒源较少的基地
。

后山地区气

候冷凉
，

�月份的平均气温不到 ��℃ ，

�一

�� 月份昼夜温差达 ��一 ��℃ ，

且马铃薯病

毒毒源较少
，

是 比较理想的原种生产基地
�

但该地区春旱较严重
，

影响马铃薯的早期发

育和营养休生长
，

为了解决这一限制马铃薯

生产发展的因素
，

有效地利用 自然优势
，

充

分发挥这一地区原种生产的有利因素
，

根据

我们的初试及调查研究
，

初步设想以下几

点
，

仅供参考
。

�
�

在 有条件 地 区播 前灌 溉
，

精 细整

地
，

以保证微小种薯出苗和营养体生长
，

提

高原种生产能力
。

�
�

无灌溉条件地 区推迟播种
，

根据后

山地区的气候特点
，

春播后的第 �次接墒雨

往往在 �月中句或下句
，

所以微小种薯播期

可推迟到 �月上句
，

这样可以确保全苗
。

由

于生育其较短
，

产量会有所降低
，

但单株块

茎数不会相差很大
，

所以不会影响其繁筑倍

数
。

�
�

加强 田间管理
，

在选好荐 口地
，

精

细整地
，

增施氮磷肥的基础上
，

合理密植
，

增加群体产量和块茎数
，

以扩大继代生产的

繁夕直倍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