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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区马铃薯实生种子

利用进展的考察

屈冬玉

���
，
国农业科学院琉菜花卉研究所少

根据与��� ‘国际马铃稗研究中心�合作

项 目和国内攻关项目的安排
，
我们于 ����年

�月 � 日至��日
，
先后对四川

、

云南的部分

县
、

市 ��� �马铃薯实生种子� 研究利用情

况进行了考察
。

参加人员有内蒙呼盟农科所

姜兴亚
、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屈冬玉
，
以

及当地领导和科技人员寇军辅
、

王仕砚
、

伍

良碧
、

吴开林
、

朱锡义
、

和玲等
。

在考察中

了解到
，

实生薯在西南地区有广泛的种植面

积
。

山区少数民族认识到了采用实生种子的

好处
，
加上当地的重视及政策上扶持

，
使这

项工作较顺利地进行
。

现将实生种子的利用
�

清况分述如下
。

小凉山
，

��万人 口中有��万人靠马铃薯为生
。

表 � ����年 大小 凉山 作物 面 积分 布情况

凉 山 州 宁 菠 县

作物名称
面积�万米

�
� � 面积�万米

，
� �

玉 米

水 稻

马铃薯

矛节 麦

硕丐 麦

大 豆

甘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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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铃薯在西南山区中的地位

西南山区 �主要指大
、

小凉山� 地处亚

热带
，
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一
�������

年�
，

空气湿度大 ���一���们
，
平均海拔

高度为���������
，

米日温差佼大
，

年温差

较小
。

无霜期
一

长达�������天
，

雨量集中在

�� ��月 �占全年的����
，

是马铃薯适宜

的种植区
。

由于山高路价交通不便
，

实生种

子利用有一定的潜力和特殊的意义
。

从表 �

可以看出
，
马铃薯在这一地 区农业中所占地

位是不可替代的
，
是食物构成中的垂要成分

，

在大凉山马铃薯占所有作物面积的���� 在

� 实生薯利用的现壮

在西南山区实生薯利用 已有��多年的历

史
。
了。年代末曾达高峰

，
尔后由于种 子质量

和来源门题
，
使得实生薯的利用 有 些 不 景

气
。
����年起又开始上涨

，
����年各县抓紧

�’ ���的移芍，
生产更多的 。代薯

。

移栽面积

达���万米
“ ，

云南宁侦县多达��万米
“ 。

各地

依拐各自的实防刊青况
�

采取了多种形式
，
生

产�代薯
，

如会理县采取一 户育苗多户移栽，

宁菠县从政策」�优惠 。 代薯生产
，
层层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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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干
。

滓提倡介理密植
，
在高 世代中单株选

择留种
，
有效地延

一

长 �
’

实生种 子利用年限
。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
。

一个新的

推广休 票已建立起来
�

研究所

杏

农技部门��飞
、
��
�

�
一

�
、

禾�
，
方
二
交片

、

�住广
一
�
和已

、
�

杏

或天续种子进行适应性评价
，

外 加 �� 份 国

际马铃薯中心的材料进行农艺 性 状 观 察
。

�乎� �，
����� ��一��一�

，
���一 � � ����一�

，

���一��
，

东农��表现较好
，

脱毒克疫比老

克疫要好
。

在 �，���江��招的实生薯后代生长健

壮
，

�赞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

…育西砂花画甲
今

一‘
�专业�

一 �

杏

�一农 户

这里
，

农技部门主要承担 区域试验和适

应性评价 � 而 专业户戍
‘

乙到支员主要起示范和

拍厂
’

的竹�用
。

各地字生薯利用情况见表 �
。

表 � 西 南山 区实生薯利 用概况

马铃薯总

可厅积�万米
�

�

后代面积

�万米
�
�

� ���

� ���

� ���

� ���

� ���

� ���

� 存在的主要问厂

� �

各地普遍存在种 子浪费严重的问题

�公斤种子 只能移栽抢���亩 � 好种子不

足
，
而浪费又严 吸

，
究其原 因是没有浸种催

芽
，
袱子遍干播

，

播种 呈大
，
出苗不整齐

，
遇

上干旱就有可能绝产
、

�
�

品种单一栽培粗放 实生种 子是克

疫
，
单交种的效果虽好

，
但制种困难

，
以后

可以从退化率低的单交种上采天 然 种 子 利

用
。

各地种道密度 普遍偏疏
，
育的地方没有

垄作的习惯� 另外
，
地膜覆盖的时问与海拔

要相适宜
，

否则
，

事 涪功 半
。

� �

贮藏加工问题 在西南无霜期长
，

冬季气候温和
，
贮藏时问长

，

一 般 到 春 播

时
�

芽长得太 长
，
无法 含用

，

作 种 也 不 理

马鸽�
�

二
�

一劫��一不
，刀��匕衬农

一�，创�一一
�了��
刁��︼

栽一移名
�

东现洲县
�

八石八石讹

布拖 � ��� 一 一

冕宁 �� ��� � ��� � ���

宁南 � �如 一 一

宁菠 �� ��� � ��� � ���

怕昆江 � ��� � ��� � ���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
，

不加单株选择留种

的高世代退化较 重
，
海拔越低

，

退化程度愈

严谊
，
主要退化类型为皱缩花叶和卷叶� 低

世代留种选择对产屐影响明显
，

高世 代单株

选择的效果显著
。

为了解决实生种子利用品种 单 一 的 情

况
，
����年各科刃�单位提供了�� 多 份 杂 交

� 几点建议

改干播为催芽播种
，

有利于出苗整

齐和节约用种量
。

�

指 导
。

可适当集中育苗
，
使于管理和技术

各研究 单位提供傲区试和适应性评

价的材 乍斗要少而精
。

�
�

建造一些 山李同式的贮藏窖
，

并开展

简易加工
，
如淀粉

、

粉条或薯干
。

大部分地区高 世代多
，
退化严重

，

应提倡多移栽
，
加快更新换代

，
配合单株选

择留种
，
延长实生种子利用年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