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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攻关项 目

马铃薯各专题通过国家验收

陈 伊 里

由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所
、

东北农学

院
、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
、

四川省农科院

作物所
、

内蒙古呼盟农科所
、

南方马铃薯研

究中心
、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
、

山东省农科院

蔬菜所
、

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农科所
、

山西省

农科院高寒区作物所
、

内蒙古乌盟农科所
、

甘肃省农科院粮作所
、

河南省郑 州 市 蔬 菜

所
、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和生物物理所等��个

单位分别承担的国家
“
七五

”
科 技 攻 关 项

目
，
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及 良种 良法配套技术

���一��一��一���
，
马铃薯实生种子 及 杂

种优势研究 ���一��一��一���和马铃薯亲

本筛选与创新
、

品种 �系� 的抗病性鉴定及

品质分析 ���一咒一��一 ��� 等 � 个 专 题

于 ����年 ��月 ��一�� 日在北京通过 了 国

家验收
。

验收过程中
，
专家组详细听取了各专题

的工作汇报
，

认真按合同指标审查了技术档

案资料
，
一致认为 �个专题研究项 目立题合

理
，
技术方案设计科学

、

数据可靠
，

全面完

成和超额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指标并取得

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

有些研究项 目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
，
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

各子专题承担单位于
“
七五

”
期间

，

严

肃认真地履行合同
，

单位领导重视
、

科技人

员努力
，

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研究指标
，

于����年 了月在北京和集宁分别通过 了 专

题二级 含同的验收
，
为这次专题验收奠定 了

基础
。

“
七五

”
期间

，

马铃薯的育种工作成绩

显著
，

应用品种间杂交
、

近缘栽培种种间杂

交以及辐射诱变等方法选育出适于加工和食

用与加工兼用的克新��
一

号
、

陇薯 �号
、

坝薯

��号和晋薯 �号等 �个新品种 � 适于鲜薯出

口的郑薯 �号
、

鲁马铃薯 �号等 � 个 新 品

种 � 早熟和适于二季作栽培的东农 ���
、

郑

薯 �号
、

郑薯 �号
、

鲁马铃薯 �号
、

中薯 �

号
、

川芋 �� 号及坝薯 �号等 �个新 品 种 �

中晚熟食用的克 新 �� 号
、

陇 薯 � 号
、

鄂

���
一
�

、

新芋 �号
、

晋薯 � 号 等 � 个 新 品

种
。

这��个新品种在
“
七五

”
期间分别通过

了审定
，
累积推广面积达 ���

�

�万亩
，
经济

效益达 ��
�

�，�� 万元 。

“
六五

”
育成的新品种在

“
七五

”
期间

累积推广面积����万 亩
，
创经 济 效 益 达

��
�

��亿元
，

鲜薯出口创汇 ���
�

�万美 元
。

良种 良法良繁综合配套技术研究有了很

大进展
。

对
“
六五

” 、 “

七五
”
育成的品种采

用茎尖脱毒和切段扦插快繁技术生产无毒原

原种和原种
，

加快了新品种的推广速度
。

因

地制宜地建立了脱毒种薯的良种繁育体系并

使其不断完善
。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
、

山西

省农科院高寒区作物所
、

内蒙古 呼 盟 农 科

所
、

东北农学院等
一

单位在茎尖脱毒和切段快

繁的基础 上采用固体或液体培养基
，
石砚石或

草炭为基质
一

多层架育�右盘结 介温 室
、

网

室
、

温床等工厂 化生产无病微型
一

曹和小薯
，

提高了新品种的质量和繁殖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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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新品种高产栽培技术的同时明确

了栽培密度
、

施肥技术及栽培结构
，
并总结

出早熟马铃薯与玉米
、

棉花
、

油菜
、

甘蔗等

作物的间作套作技术
，

缩短 了共生期
、

提高

了复种指数
、

增加了产量
，

实现
“
粮棉油糖

不少收
，

多种一季薯
”
的技术经验

。

“
七五

”
期间

，
马铃薯实生种子及杂种

优势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

在进一步提高天

然种子利用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杂种实生种

子的研究和利用
，
通过对近缘栽培种的群体

改 良和与普通栽培种配合力的测定
，

选育出

杂种优势强
、

性状分离程度小
、

抗病的优良

杂交组合东农�
�、

东农�
� 、

呼 �
‘ 、

呼�
。 、

克 �
� 、

克 �于
� 、

中 蔬 ���
、

中 蔬 �
� 、

晋

�王。 ���、

晋 �
、 �。 。 、

乌 � 王、

乌 �
� 、

乌 �
� 、

乌 �
‘
等 �� 个组合

，

配制杂交籽 ��公斤
，

推广杂种实生薯面积 ��
�

�万亩
，

创经济 效

益 ��了�万元
，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个 将

马铃薯杂交种子应用于生产的国家
，
保持了

该项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
。

“
七五

”
期间

，

新选育优 良采种 亲 本

品系 州 个
，

建立采种基地 �� 处
，

采种��
�

�

公斤
，
累计推广实生薯面积 �� 万亩

，

净 创

经济效益 ����万元
。

在探讨解决杂种组合后代分离程度
、

引

入近缘栽培种种质
、

提高杂种优势 的 研 究

中
， �� 配子 ���

’

���材料的筛选与利 用 也

取得了明显进展
，

选育出优良的 �� 配 子 材

料 �� 份
，

并在杂交组合东农 �
�

中 应 用
。

“ 一

匕五
，，
期间

，

马铃薯亲本 筛 选 与 创

新
、

品种 �系�的杭病性鉴定及 品质分析成

果显著
，
为

“
七五

”
期间新品种选育和实生

种子利用超额完成合同指标发挥 了 一 定 作

用
，
也是提高我国马铃薯育种水平的基础研

究工作
。

亲本筛选与 ���新
，

重点是对近缘栽培种

的群体改 良和特殊基因型材料的筛选
。

通过

对近缘栽培种 �四倍体和二倍体� 的人工轮

回选择
，

筛选出 �� 份新型栽培种材 料
一 、

孤

雌生殖诱导材料 �份
，
产生高频率 ��， 配子

�����材料 �� 份
。 “ 一

匕五
”
期间选育 的

优 良杂交组合中
，

��� 是利用新型栽 培 种

材料做亲本的
。

此外
，

还筛选出综合经济性

状好的亲本材料 �� 份
、

早熟高产亲本 材 料

��份
。

抗性鉴定工作采用当今国际上先进的检

测方 法
，

如 凝 胶 电 泳 法
、

酶 联 免 疫 法

������� 等
。

鉴定筛 选 出 抗 上
，
�� 材 料

�� 份
，

抗 ��� 材料 �� 份
，

兼 抗 ��� 和

���的材料 �� 份
，
耐 尸���材料 �份

，
田

间高抗晚疫病材料 ��份
，

抗青枯病材 料 �

份
。

利用现代仪器分析和鉴定出高淀粉材料

�� 份
，

高蛋白质材料 �� 份
，

高 ��
材料 ��

份
，

低还原糖材料 ��份
�

这些材料的筛选为

抗病育种和品质
一

育种提供亲本来源
。

“
七五

”
期间

，

各子专题单位从实际出

发
，

突出研究重点
，

发挥各自的专 长
，

互通

研究情报
，

交流亲本及试验材料
，
充分发挥

协作攻关的作用
，
确保了攻关任务的顺利完

成
，
同时还选育出一大批优 良品系和育种材

料
，
其中正在参加国家级各片区域试验和省

级区域试验
、

生产试验的品系招个
，

为
“
八

五
”
期间育成更高水平的新品种和杂交组合

奠定了次传厚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