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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中 地 区脱 毒 马 铃 薯 发 展 情 况

及 几 点 看 法

蒋 武 轩

�陕西 省留坝县 良种示范繁从场 �

产和总产的重要途径

� 我区马铃薯生产概况

陕西省汉中地区位于秦岭以南
，

大 巴山

以北
，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

�������
，

年降雨量为 ���一 ����毫米
。

粮

食作物一年两熟
，

部分山区为二年三热
。

马

铃薯种植区域从海拔 ��� 米延伸到����米之

间
。

全区种植马铃薯画积 ��均 平为 �了
�

�万

亩
，
����年一度扩大到��

�

�万
一

亩
，

以后常年

保持在�。万亩左右
。

亩产由���。年的��
�

�公

斤�折绷浪�提高列川�公斤
，

总产由 比招
�

�万

公斤增加川了���万公斤
。

切年来厕积
、

亩产
、

总产分别增
一

长
’

��
�

玛�
、
�

，

坟�借和 异
�

汉 涪
，

总产增长福度居全区四大作御之 首
。

其中我

培水平比较高的南郑
、

勉县
、

城固��年代初
，

亩产稳定在 ���公斤
，
�，��年一举超过 ����

公斤
�
留现

、

犷强两县近年也相左为咙过 巧�

公斤
，
而咯旧

、

镇 巴
、

万乡半县 却 徘 徊 在

���公斤以下
。

可见
，

子乏区马铃薯立产有很

大潜力可佗
。

坦由于高产 良种�可识
一

准广小
、

拼作粗放
、

�
一 ’一

种薄收及品种发生严重退化
，

使全区沁�约而积笼在低产水平
。

因此
，

建

立健全良种监育伴 获
、

选育脚产栽涪折几种

和淮广高产栽堵坟术 丫是提高代三马铃著单

� 我区推广脱毒马铃薯的进展情

况

�洲
�

至年由 留坝县 良种场首次在宁夏引回

脱毒种薯紫花白
、

中心��和高原 �号等进行

试俭种植
，

但由于品种不对路
，

增产效果不太

想理
。
玛�。年夏末伙仍

，
留现县良种场

、

农技

站
、
个补于公司等华位技术人员赴黑龙江省克

山马铃薯研究听等单位迸行考察
，

学习其后
，

提出了抓锐毒种薯的试管苗及 网室原原种生

产 � 进行大面识调冲示范
，

得到地区农牧局

和县政府的支持
。

同年洞回克新 �号脱毒种

�
�

�万公斤
，
种值 ���余亩

，

并在留坝县 良

种场止 立了 ���平方米的大棚网室
，

成立了

脱毒冲薯课题组
。
����年大面积示范种植的

克祈 �号脱毒薯增产效呆十分显著
，

获得大

面识丰收
，

并首次生产出�之公斤大棚网室原

原种 �，蕊下初地区农牧局在留坝县召开了

第 �次马怜
万
喜区城 �式渔会议

，

并委托留坝县

农牧局主井全区脱毒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工

作
，

�越对成立了由地区农牧局牵头
，

留坝县

农段局主诗
，

镇 巴
、

石乡
、

南郑
、

宁强
、

佛

坪
、

店硕六 县 冬 创
、

�课题协作组
，

负责全区

脱 专马诗万的找脸
、

共泣
、

推厂
一

工作
。

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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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基础上
，
����年秋镇巴县调回克新 �

，

�号脱毒薯��万公斤
，

宁强
、

略阳调回 �万

公斤进行示范种植
。
����年各县表现均比当

地品种增产���以上
，

至 主���年底全区共调

回脱毒种薯��万余公斤
，

课题组累计生产脱

毒薯原原种 ��� 公斤
，

原种����公斤
，

一代

招���
�

�公斤
，

全区累计种植脱毒薯面积 �

万余亩
。
����年底地区农牧局在留坝县

一

首次

召开了由各县农牧局
、

农技中心 �站 �
，

种

子公司等负责同志及技术人员参加的马铃薯

高产栽培研讨会
，

讨论制定了全区脱毒马铃

薯推广的计划
，

任务及实施措施
。

目前
，
全

区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由留坝县提 供 脱 毒 原

种
，

各县选点白繁生产用种的 良种生产萦育

体系
。

计划����年脱毒薯淮�
一

“ 面积达到��万

亩
，

占全区种植面积的���以上
，

并在
“
八

五
”
期末全部普及脱毒种著的推广

。

友 �号增产���
。

克新 �号最高亩产����公

斤
，

平均
一

亩产 ����公 斤
，

比 沙 杂 �� 增产

���
，
比德友 �号增产��

�

��
。

宁强县种植

克新 � ， �号平均亩严���。公斤
，
比反修 �

号 ���公斤
，

增产��
�

��
。

留坝县����年繁

殖克新 �号脱毒 薯 一 代 种 ��
�

�亩
，
产 种

�����
�

�公斤
， 一

平均亩
，一七���才

�

，公斤
，

最 高

亩产肠功公斤
，

其
‘

己备县种植都表现出明显

的增产效呆
。

全区��万亩马铃薯已全部推广

脱毒种薯
，

以亩增产��公斤主粮计算
，
全区

就可增产粮食����万公斤

� 对汉中地区今后推广脱毒种著

的几
，

点看法

� 脱毒种薯在我区的增产效果

�‘ �

试验结呆 经连续两年区域 试 验
，

克新 �号脱毒薯平均亩产����
�

�公斤
，
比未

脱毒的克折 �
一

号亩增产���
·

�公斤
，

增 产 幅

度为��
�

�� � 比各县农家种亩增产犯�
�

肠公

斤
，

增产幅度为��
�

��
。

�
�

示范结果 留坝县 ����年对全县 。

个乡镇的调查结呆 � 克新 �号脱毒薯平均窝

重�
�

��公斤
，
亩产���了

�

��公斤
，
而 克 新 �

号未脱毒种薯窝重 只 有 。
。

�特 公斤
，
亩 产

����
�

�公斤
，

亩增产，��
�

��公斤
，

增产幅度

为�了
�

��
，

其中铁佛店乡柳树沟村和姜窝子

乡白家店付两户单产分别达到����
�

�公斤和

����公斤
，
创我区卿�产历史最商水平

‘。

镇 巴

县 ���。 年种植克新 �
，
�

一

号脱毒薯 脂 万公

斤
，

在全县招个乡镇示范种谊����余亩
。

馏

对 �三�个点调查
，

克析 �
一

号最 气亩产为抓�。

公斤
，

平均亩产�叨�
�

�公斤
，

比兴地大面积

种植的未脱毒薯种沙杂沁增产 盛�
�

忿�
，
比德

�
�

加强技术力量升建立健全良种繁殖
、

推广体系
。

近两年米
，

在地区农牧局的领导

支持
一

�
，

良种繁育体系己有一个雏形
，
地区

繁谊原种基地己初步建成
。

但县繁生产用种

基地还未全面进行
，

由于马铃薯生产用种量

大
，

各县应在不同区域建立 ���个萦 殖 基

地
，

保 证各县用种的需要
，

迸兄大调大运所

带来的浪费人力
、

物力
、

讨力现象
，

逐步完

善地萦原种
、

县萦主产用种 良种索育
、

堆广

体系
。
�司时各县应有 ���名技术人员专管此

项工作
。

除品种外
，

要在高产栽培万法上进

行试验研究
，

使 良种 良法结合起来
，
达到高

产的日的
。

幻
�

选择高产 付路灼脱毒品种
。

由 试 验

可以吞出
，

克新 �号在西乡
。

宁强
、

留坝
、

沸坪表现较好
，

但在镇巴和南郑县则表现一

般
，
囚此

，

各县应根据试验结呆
，
选择适合

本 县栽培的锐毒品种
，

才能达刘 高 产 的 目

的
。

各县在选译好本县主栽
�
界
�
种的洲时

，

要

选择���个搭配品种
，

既妥克服品种的多
、

乱
、

杂
，

还耍克服主栽品种的单一性
。

�
�

栩浅高产澎己培士乏术的毛陌己
� �

义变 过

�卜转 �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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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农场主繁殖种薯
。

环腐病的鉴定

主要采用免疫荧光法鉴定细菌性病害环

腐病
，

该法是用荧光标记抗体处理加抗血清

的制备好的待测样品
，

由荧光显微镜观察
，

最后判断结果
。

�亥法比较灵放
、

直观
。 ‘�

尔寸

也配合采用指示植物法鉴定马铃薯环腐病
。

对笔尖训离材料必须经环腐病核测
，

淘汰带

病块茎
，

在丹麦还要对各级种薯和商品进行

环腐病抽祥泣测
〕

无论那一级种薯
，

如发现

有环腐病
，

即取消种植该级种薯的农场主的

种薯繁殖专业户的资格
。

�
�

� 线虫灼检验

进行介�
�

薯生产的地块必须经线虫检验
，

��亩取一样品送到国家植保委员会的线虫检

验室检测
。

田间取祥必须有代表性
，

到实验

室后进行分离过滤后
，

由镜检封断结果
。

如

发现地
�

块 仃�也囊线虫
，

即下予批准委托该地

� 值得我国借鉴的几方面

�
�

丹麦的脱毒种薯生产是采用多 世 代

进行繁殖
，

每年只需万
�

�
，
苗�今��一���。株

，

就

能满足全国 �����多公顷的马铃薯生产的需

要
，

并且还有部分种薯用于出口
。

这样由于

种苗数量需求量相当少
，

加上采用茎段扦插

育苗技术
，

可大大降低种薯生产成本
，

并可

提高种苗繁殖和育苗质最
。

这在我国目前的

经济
、

设备条件下值得引鉴
。

�
�

丹麦马铃薯种薯生产体系健 全
，

种

薯检验制度完善
，

执行标准严格
，

带有强制

性
， �

牛已形成法律制度
。

为强化各级种薯保

种措施
，

生产优质种薯提供了条件
。

�
�

全部新育成灼品种都纳入脱毒 种 薯

生产程序
，

有利于加强种薯生产的管理
，

减

少各种病源
，

提高种薯质量
。

�
�

犯
·

隆���页�

去落后的 浅培管理方法
。

由于没有专门的技

术力量进行研究
、

推广高产栽培方法
，

大部

分地区还 决用古老的栽培方式
。

一是种植密

度太大
。

据对三 县的调查
，

每亩密度在����

窝以上灼占的�
， �
准高密度达到 �����窝

，

每亩密度在 理���一����窝之问的占 ��� 左

右
，
遵���窝以下灼只 占 ���

。

由于密 度 过

大
，

在叫 宁肥力水平下有争水
、

争肥
、

争光

的矛盾
，

选成窝重降溉
，

大
、

中薯比例小
，

结

薯多而小
，

中
�

主下降
。

从产果结果看控制在

����一����窝之内
，

才袱达到高产目的
。 �

二

是施肥水 乎偏低
，

特刊是磷
�

钾肥不 足
，

达

不到高产马铃薯的施肥水平
。

由于山区种植

面识较大 仃讥肥相宛不足
，

大部分产户只

施一部分农家肥或用山上的草皮 树 叶 等 充

数
，

很少施用磷肥和钾肥
。

据留坝县试验
，

亩产要达到���。公斤以上
，

每亩必须施用农

家肥����公斤以上
，

磷肥 �。�拍 公斤
，

钾肥

��
�

����公斤
。

三是耕作粗放
，

表现在前期

只 打闷草而后期再 不除草
，
使后期发生严重

的草荒
，

或不起垄迸行平窝种植
，
不但不利

于薯块膨大
，

而且后期遇到阴雨易发生烂薯

现象
。

凌有极少邵分人随犁点种
，

倒苗后牛

耕人捡
。

更谈不上 请心管理
、

造成各方面极

大的浪费
。

必须改变以上粗放的栽培方法
，

是提高单产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

总之
，

我区马铃薯脱毒种薯 试 验 推 厂�

工作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势头较猛
，

从上

到下都充分认识到脱毒马铃薯推广是提高其

单产
、

总产 水平
，

解决中
、

高山区农民吃粮问

题的重要途径
。

我们期望全区马 铃 薯 生 产

在短期内有一个 较 大 的 发展 和 提 高
，

为

全区粮食生产再 仁一个新台阶而 做 出 新 贡

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