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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马铃薯育种成就与未来

马铃薯是 ��
一

世纪末由欧洲殖民主义者葡 经达到了包括小安和大麦在内的所有作物 中

街牙人传入印度
·

当时印皮尚在英国统治之 的最好产量
〕

所有这些戈就的取得
，
应归功

一『，

新德里农业研究所的西 姆 拉 ������� 于��宝�年开始井经过周密安排的育种计划
。

马铃薯 育神站于����年开始组织马铃薯品种 到 ����年得到加张的印度 长邦 甲央马铃薯研

改 良工 沐
·

玲 ��年印度独立以后
·

人们认识 完所 ��护尺。 已经�仁广 了 ��个栽培品种
，

到马铃薯征他本国的心力
· ” 工

�
�年建立了联 其 中��“个品种是通过杂交

一

育花的 �个品种

邦中央马冷菩研充听 ��护以�
·

现在已是是 为纯系筛选育成
。

其 中
，
有 �个品种种植范

印度联邓作物研究机构
‘
沪最大的一个科研单 围最广

，

彼列为国家补 子生产计划
。

杂交育

位
·

成的品种多由印度界种与欧洲品种杂交而获

西姆拉马铃薯育种站建立 以前
，

马铃若 得
。

最受欢迎的品种是库非
·

加特 ��
。 ��

�

改良工作仅限于引三生沙�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 �
尸

�。 城�
，

库福利
·

卡得姆 〔� 。 ��
·

、 �执。 ，，��。 �

品种进行试验
·

马铃著育种站成立以后
，

首 � ，‘ ���� 最新推广的品种是库福利
·

斯 瓦娜

先开展灼工作是组识搜集在印度分布的性状 �� ��’����� � �� 。
「

� �����这一品种休眠期

不同的马铃薯
，

开把它们进行分类
·

其 中包 短
，

伉晚疫病及抱囊线虫
，

适合于印度半岛

括��个当地品种和并个习
、

州品种
。

有趣的是 的山区栽培
。

有儿个印度品种与 �
·

气树�少爪
‘ “
的

‘

�生状表 印度马铃薯品种改 良计划是 按 已 确 定

现非常地相似并没有变异
。

的 �个区域迸行的
。

即
�
仅� 酉 印 度

一

甘地

����一���� 年种植了 此 万公顷的 马铃 ���������� 平原区
，
元霜期 ��一���天

，

薯
，
生产抓是 ��川万吨

，

核平均每公顷产量 最高温度��� ℃ ，
有时 。 月份播种其 目的为收

为��
·

�吨
·

多年来
，

当种植马铃薯的面积和 获后种茬小麦 � �， �” 印度甘地平原区
，

无

产量已有所尝加时
，
经 比较看出

�

马铃薯已 霜期 ���一���天
，

晚疫病大约 。 年 发 生 �

一
��森蕊粼蕊

设备可简了丙叮实用
。

组织培养
，

单一或与不 产者是 以刁
、

到半公顷土地来生产马铃薯和 以

同的切条方法相结合
，
在第三世界国家

，
现 少量昂贵的投入如化肥和杀虫剂为特点的

。

任应用得很成功
。

多数国家 中有问题的地方仍然是不适宜的品

在从事复杂的种薯生产计划之前
，

应当 神
、

不利的气候和训练不当或缺乏训练的研

对需要加 以详细的分析
。

以病原菌含量为依 兄
、

推广和鉴定人员
。

签足条例倾向于从发

据的种薯质量
，

不是限制马铃薯高产的唯一 达国家照抄
，

对当地的需要太严格了
。

因素
。

种薯的生理质量也很重妥
。

肥料
、

杀

虫齐�
、

贷次
、 �
击前整地 以及其他农艺投入的 泽 自 《 了

比
‘ ·

。 。 七“ 旧 “ 》 ，
����

，
��

，

不足
，

常常是对高产的更重要的限制
。

农民 ���一���

越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品种的产量游力
，

种薯
、’
�
一

� 摘译

的感病程度就越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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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单株块茎数多
，
薯块小的品系淀粉含量

较高
，
这与有关文献报道相吻合 而其余各

性状对淀粉含量影响不大
。

�
�

产量 由图 �可见
，

产量与生 育 天

数关系最密切
，

其次为株高和
一

单株块茎数
，

小锌数比率对产量也有较大影响
，
可见

，
在

后代选择中
，

选择株型直立
、

株 高 而 不 倒

伏
、

单株结薯适中
�

小薯较少的晚熟品系
，

可丫尤��了
一

与交
�、万产量

。

六 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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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第二列相对较其它各列均大
，

而第四

行较其它各行均大
，
说明生育天数为优势子

因素产量为优势母因素
� 淀粉含量和平均薯

重是两个比较稳定的性状
，

亲代的遗传力较

高
，

很少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

� 讨 论

�
�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

在该杂交 组 合

的后代选择中
，

应力足高产品系的选择
，

在

田间选择植株高大直立
，

结 薯适中
，
小薯较

少的晚熟新品系
，

方能收到较好 的 选 择 效

果
。

�
�

从马铃薯育种角度来看
，
灰色关 联

分析可以从侧而揭示杂交后代各性状之间遗

传的内在联系
，

为后代选择提供依据
，

这样

可以减少工作中的盲 目性
，

强化选择效果
。

�
�

本文取材范围较小
，

且不设 重 复
，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但从育种角度分析
，
较

盛妾近育种实际
。

而通过关联分析可以肯定
，

灰色关联分析在马铃薯杂交后代选择中的应

用
，
将是提高后代选择效果的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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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产量潜力较大 � ���东印 度 甘 地 平原

区
，
无霜期 ������天

，
晚疫病发生较少

，

偏重于红皮块茎的选育
� ��� 西喜马拉雅山

区无霜期���� ��。天 日照长
，

因之晚疫病常

年发病严重 � ��� 东北山区无霜 期 ��一 ���

天
，
气温低

，
晚疫病发生严重

，

褐腐病也很

重 � ��� 印度半岛生长条件温和
，

马铃薯为

早作栽培
，
生育日数为 ������ 天

，

有些地

方常发生褐腐病 � ��� 尼尔基利斯 �����
����

山区无霜斯 ��� ��� 天有较好的 自然光照条

件
，
抱囊线虫 严 重 发 生

� ��� 北 本 格 尔

������ ������� 山区无霜期 为 �������

天
，

有严重晚疫病
，
地方癌肿病表现严重

。

日前印度的马铃薯育种正在 培 育 具 有

丰产潜力的品种
，
但存在的不 利 条 件 是

�

��� 要求生育期短的品种
，

在印度大多数马

铃薯要种植在短生育期 �少于���夭�地区

��� 多云天气占据了整个生长季节的大部分

时间
。

基 于上述原因
，

应培育出高光效的品

种
，

方可达到高产之 目的
，

这项工作计划 已

经开始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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