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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农科院高寒作物研究所�

山西是我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
，
马铃薯

的播种面近 ��� 万亩
。

马铃薯产量的高低
，

直接影响山区人民的生活
，
但是

，
目前推广

的马铃薯品种质量还不高
，
品种的混杂

、

退

化比较严重
。

造成产量不高
、

加 工 利 用 不

广
、

经济效益不能充分发挥的被动局面
。

所以选育高产
、

抗病
、

适合不同用途的专用

品种
，
是生产上迫切要求的

。

经过多年的选

择
、

鉴定
、

比较选育出基本符 合目标的马铃

薯新品种晋薯 �号
。

个点上均增产
，
受到各参试单 位 的 好 评

。

����一����年参加山西省马铃薯区域试验
，

与此同时完成了生产示范
，
产量及其它表现

符合农作物品种审定条例的标准
，
于����年

�月通过审定
，
定名为晋薯 �号

，
决定在全

省推广
。

� 选育经过

晋薯 �号是用����一 �一��作母本
，
燕

子 ��������
�
�作父本杂交选

」

育 而 成 的
。

����年培育该组占杂种实生苗����株
，
当年

选择生育健状旺盛
，
无病

，
无退化症状

，
结

薯集中
，

薯形好的单株��个
。
����年这些单

株升入无性繁殖系选种圃
，
编号����一 �至

����一��
。

其中 了���一�� �晋 薯 �号 的 代

号�以单株生产力为�
�

��公斤
，
比对照晋薯

�号 �下同�增产��
�

��
，

淀粉 含 量 高 达

��
�

��
，
被再次入选

。
����年����一��升入

鉴定圃
，

亩产����公斤
，
比对照增产��

�

��
，

占第 �位
。
田间高抗晚疫病

、

早疫病
，
无环

腐病和黑胫病
，

有轻度卷叶
，
��� 克 以上薯率

高达��
。

��
，

淀粉质量��
�

���
。
����年 在

品系比较试验中
，
该品系亩产����公斤

，
增

产 ��
�

��
，

居第 �位
。

大薯率 ���
，
食味

好
。
����年雁北地区区域试验

，����一��在 �

� 产量表现

����年�����试验
，

平均亩产����
�

�公

斤
，
比对照增产��

�

��
。
����年雁北地区区

域试验
， �个点均增产

，
平均亩产����

�

�公

斤
，
增产��

�

��
。
���������年山西省马铃

著区域试验 �每年�个点�
，
平均亩产��” �

�

公斤
，
增产��

�

��
，
增产点占���

。
�����

����年生产试验
， �年 �个点全部增产

，
平

均亩产����
，
�公斤

，
增产��

�

��
。

���������年华北片区域试验
，
据主持

单位内蒙乌盟所汇总各点试验结果
，
平均亩

产����
�

�公斤
，
比对照脱毒虎头增产��

�

��
，

在参试的 �品种中居首位
。

����年审定以后
，
在山区建立种薯基地

积极推广
，

宁武
、

应县
、

天镇
、

右玉
、

左云

等县群众非常喜欢种植
。
����年应县 白马乡

种植 �亩
，
平均亩产����公斤

，
其中 �亩亩

产高达理���公斤
。

� 特征特性

�
。

� 特征

株型直立
，
株高 切���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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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米脂县四大作物之一
，
在粮食

生产及人民生活中起着举是轻重的作用
。

特

别是 ��了�年以来
，
马铃薯生产有 了 较 大 发

展
，

种值面积达��万亩
，
约 占全县粮田面积

的 ��
�

��
，

占粮食总产量的 ��
�

��
。

近年

来
，
由于多种原因

，
马铃薯生产受到影响

，

产量徘徊不前
。

本文根据米脂县发展马铃薯

生产的有利条件
�

及存在的问题
，
探讨发晨马

铃薯生产的途径及措施
。

� 发展马铃薯生产具有良好的自

然 条件和社会条件

�
�

� 自然条件

水是马铃薯生长发育过程中必不可少时

重要条件
，
在其生育期内约需水������ 。毫

米
，
但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不

同
。

一般苗期值株蒸腾量较小
，
具有较强的

抗旱力
，
需水相对较少� 现蕾

、

开花期地上

部生长旺盛
，
蒸腾作用强烈

，
需水量相对较

大
，
约 占全生育期总需水量的���以上

。

米

脂县大陆性气候显著
，
降水多集中在 �

’

� �

月份
。

据工��工�����年��年间降 水 资料 分

析
，
在马铃薯生长发育期平均降水 ���

�

�毫

米
，
约占全年降水的���

。

降水季节分配与

心 令令令令备令命令夺备令令命夺夺命夺夺命令命令令令令令命令令今令命令命伞伞令令令

的母本是晋薯 �号�
。

共计了年时间
，
加上初级试验

，
品系鉴定

，
予

�
�

采用多种方法提高选择效果 在晋 备试验等
，
育成一个品种至少要��年时间

。

我

薯 了号的选育过程巾
，
加强了病毒鉴定和区 们选育的晋薯 �号马铃 薯

，
只 用 了 �年 时

域适应性鉴定
。

病毒鉴定工作从鉴定开始
，

直 间
。

缩短育种年限的主要方法是
� ① 晋薯

到省区域结束
，

每年除在田问认真观察记载 �号在鉴定圃中产量居第 �位
，

其它性仕良

外
，
同时在室内进行指示植物和 抗 血 清 鉴 好

，
未经予试验

，
直接参加品系比较试验

。

定
。

区域适应性鉴定从品系比较一年后使选 ② 在第�年品比试验的同对
，

进行地区区域

择不同生态地区进行试验
，
然后再经过 �年 试俭

。

一方面了解在不同生态区域的表现
，

的省区域试验
， �年的生产示范

。

这样
，

经 同时为省区试俭主产了足够约种薯
。 ③ 省区

过严格的鉴定
，
为大而积推广提供了可靠的 试 �年各点表现良好

，
在第 �年省区试的同

依据
。

时
，

便开始了生产试验
，

省区试验结束
，

生
卜

缩短育种年限 山西省农作物品种 产试验也进行完毕
，
提供品种审定

。

审定委员会要求报审的品种必须参加 �年以
·
参加晋薯 �号选育的还有张维滓

、

戴万恒
，
杜珍

、

上品种比较试验
，
�年省区域

，
�年生产试验 康胜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