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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兰马铃薯育种工作考察中

得到的几点启示

张洪乃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

笔者于����年 �月�� 日至 �月��日对波 波兰马铃著生 �苍泊勺自然条 件并不 比我国 优

兰马铃薯科学研 究所及 其所属 的穆诺 浩夫 越
，
但 挂平均每公顷产量波兰为��一��吨

，

�� 匕 ����
‘
� �和亚德威 森 ������一 我国却只有��一��吃

。

品种水平不同是导致

�工� �分所
、

扎马尔杰 �������� �育 产量差异悬殊的主要原 因之一
。

种试验站的马铃薯育种研究情况 进 行 了 考 波兰马铃薯育种
�

，二作
，

战后于����年开

察
。

始
，
至����年育 成第一个品种

，
至����年已

马铃薯是波兰的主要栽培作物之一
，
每 育成��个品种

。

现在生产上应用的品种共有

年种植面积���万公顷左右
，
约占总种植面 ��个

，

其余品种已被新育成品种所更替
。

积的���
，
平均每公顷产鲜薯�。���吨

。

波兰现在的马铃薯育种 目标分为两个
，

波兰全国耕地���为沙土
，
混有砂砾和 一个是食用品种

习 ，
一个是加工用高淀粉品

鹅卵石
，
土质 自然肥力不高

。

波兰地处沿 种
。

不论是食用品种
，
还是高淀粉品种

，

海
，
气候湿润温和

，
马铃薯病虫害种类多

。

必须具备抗病毒病
、

晚疫病
、

癌肿病和金线

危害 较 重 的 有 晚 疫 病 ������ �����
�
�� 虫等特性

。

扭������ � �
、

各 种 病 毒 病
、

扁 肿 病 波兰育 成一 个马铃薯 品种
，
从杂 交开

���� ��������� ���� �������� �
、

北��金 始
，
至国家登记推广为止

，
一般为��一��年

线 虫 ����
�

吵旦，些
�

工四旦�
�

卜些经
�

�
。

易 时间
。

育种从无性第三代开始对抗病性进行

�究和

发生的病虫害还有 黄 姜 病 �������������

���� ������ �
、

丝 该 菌 病 ������� ��� ���

������ �
、

叶 斑 病 � 入��� �� ��� ��� 。 �

�������
、

粉痴病 ���� ��� ��� �� ������

�组 � �� �
、

环 腐 病 ��� ��� ����������

巨丝弓旦旦芭些少 �
、

普通疮痴病 ����。 ���一

������ ������� �
、

下
�

犷枯病 �������二 �二�

����� ������� �
、

黑胫病 ��� �了� �����一

������ ������ ����� �
、

了包囊线虫 ���
��

������ ������� ����马铃瞥娜少 ��
� ����� �

������ ��������� ���� �界宁
。

从全�习来石
，

人工鉴定
，
从无性第九代 �即向国家申请鉴

定登记 �时开始进行无病毒种薯生产
。

通过考察
，

笔者认为波兰马铃薯育种科

学研究工 作中许多 做法和经 验可供 我们借

鉴
。

现就这方面的问题结合我国马铃薯研究

工作现伏谈谈个人看法
，

洪参考
。

就专业任务和研
各自形成特色

战后初朔
�

波兰马铃薯研究单位之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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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业务分工
，
单位之间专业重叠

，
研

究任务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
同我国现在的情

况类似
。

后来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形势

需要
，
各研究单位之间逐渐有了明确的专业

分工
。

现在以波兰马铃薯科学研究所为核

心
，
对全国马铃薯研究工作实行垂直领导

，

统一下达研究任务
。

波兰马铃薯科学研究所

下设若干分所
、

实验室和试验站
。

每个分所
、

实验室和试验站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重点

研究任务
。

各单位之间研究工作既紧密衔接

配合
，
又各有自己的重点和特色

。

例如
，
拜

德高塞兹 �����������实验室分工承

担 细 菌 病 和 真 菌 病 研 究 ， 哥 丹 斯 克

������� �实验室从事各种病 毒病 研

究多 穆诺浩夫分所从事马铃薯品种资源的保

存
、

性状鉴定及遗传评价研究， 亚德威森
、

分

所从事马铃薯农业技术研究及马铃薯机具研

制
。

三个育种试验站任务也不相同
，
包宁

����工� �育种站负责食用品种的选育 ，

斯特
·

奥利斯诺 ���
·

������ �育种站

是抗病虫 �主要是癌肿病和金线虫 �育种，

扎马尔杰育种站是选育适于加工用高淀粉品

种
。

从事病虫害研究的单位除了完成专业研

究任务之外
，
还负有向各育种单位提供鉴定

用的菌种
、

毒源及血清的责任
。

各育种站及

穆诺浩夫分所虽然做育种材料抗病性鉴定工

作
，
但是自己不做病原分离提纯培养

、

血清

研制及鉴定方法等研究
。
由于每二个研究单

位都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和专业任务
，
在

有限的条件下
， ·

集中力量开展深入系统的研

究工作
，
因而优势突出

，
各自都代表一个专

业领域内的国家级水平
。

我国有数十个从事马铃薯研究工作的单

位
，
但是缺乏垂直的业务领导关系和统一分

工
，
每个单位都是从自己所在的省市或地区

局部生产需要出发确定研究任务
，
各自为

政
。

从每个单位来看
，

专业小而全
，
力量分

散� 从全国来看
，
专业重叠

，
任务重复

，
却

又有许多生产问题无人问津
，
没有人研究解

决
。

例如
，
全国绝大多数研究单位都从事育

种研究
，
既搞育种

，
就食用品种

、

加工用品

种和出 口品种一齐上
，
早熟品种

、

中熟品种

和晚熟品种一齐上�
鼓搞育种

，

熟要研究品

种资源 ， 筛选亲本
。

研究题目多
，
而投放于

每个题目的力量很少
，
经费使用分散

，
不可

能改善研究手段和条件
，
仪器短缺

，
设备简

陋
，
难以形成优势

。

国家
、

省市及地区级研

究单位之间在研究内容
、

技术水平
、

设备条

件上差别不大
， “ 上下一般粗

，
左右一般

大
”
现象突出

，
缺乏特色

。

笔者认为
，
我国马铃薯科研体制必须改

粼 首先应该建立全国性的马铃薯科学研究

领导核心
，
建立国家

、

省市
、

地区各级研究

单位之的垂直业务关系
、 其次

，
要强化各研

究单位间的业务分工
，
确定每个单位专业研

究领域级 突出重点
，
消除不必要的重复

，
使

每个单位都具特色和形成优势
。

只有这样
，

才育库在人力
、

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改善研究手

段种条件
，
集中使用科技力量

，
形成特色和

优截
，
提高全国的马铃薯科学技术水平

，

�
一

加强品种资源研究
，

把马铃薯

育种研究工作置于坚实的基础上

同其他马铃薯育种先进国家一样
，
波兰

非常重视马铃薯品种资 源的 搜集 和研 究工

作
。

马铃薯品种资源研究分所 �穆诺浩夫 �

每年都从���
、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以及世界

各国引进大量资源材料
。

现在保存并经过充

分研究的栽培品种资源����余份
。

他们引进

的资源材料
，

首先进行脱毒
，
经鉴定无病

毒之后
，
对各种病虫害抗性 及其他 与育种

有关的性状进行全面鉴定
，
并进行遗传评

价
。

研究结果及时通报给全国各育种单位
。

育种单位除非特殊 目的
，
一般不做资源研究

工作
，
只是根据育种 目标要求

，
从穆诺浩夫

分所引进亲本材料
，
进行育种工作

。

这和我

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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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从事马铃薯品种资源研究的专

业机构
。

育种单创为了选择育种亲本
，
不得

不在育种的同时开展一定规模的品种资源工

作
。

由于受人力和条件限制
，

我围大多数单

位的马铃薯品种资源工作都是偏重于搜集
、

保存
、

植物学性状描述
，
很少用现代的科学

方法对资源材料的特性及其利用价值进行深

入研究
，
如对抗病性的了解

，
多凭田间自然

发病的记载
，
而很少做接种和测定� 对各种

性状的认识一般只限于记录种植后的表现
，

而很少从遗传方面进行研究
。

某些已保存多

年的宝贵资源材料
，

有的不仅其他单位不知

道
，
甚至保存单位自己也只知其名

，
而不了

解其特性和利用价值
，
成为

“
死材料 ” 。

品种资源是育种工作的基础
，
加强品种

资源的研究工作
，

使育种工作置于一个坚实

的基础之上
，
才能提高马铃薯育种研究水

平
。

为了改变我国马铃薯品种资源研究的落

后局面
，
建议从现有马铃薯研究机构中选择

一或两个单位做为马铃薯品种资源专业研究

机构
，
并在人力

、

经费和设备条件上给予必

要的支持
。

被确定为国家品种资源专业研究

单位要集中力量
，
用科学方法对现有资源材

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
在认清

“
家底 ” 的同

时
，
积极搜集新的资源材料

，

丰富我们的马

铃薯基因库
。

� 突出抗病育种目标
，

加强育种

材料的抗病性鉴定工作

世界科学家为防治马铃薯病虫害已进行

一百多年的奋斗
，
取得的最有成效的成果是

选育和种植具有抗病虫能力的品种
。

抗病育

种今后仍然是各国马铃薯育种的长期任务
。

为了培育具有高抗性水平品种
，

各育种先进

国家都是采用科学方法鉴定育种材料对各病

虫害的抗性
，
并把鉴定结果做为评价育种材

料的重要依据
。

彼兰马铃薯育种
，

除了通过 田间试验考

察育种材料的抗病虫性之外
，
从早期世代开

始
，
就采用人工方法进行鉴定

，
强化选择过

程
。

已普遍采用 ����� 方法鉴定各种病毒

病
，
用凝胶电泳方法鉴定����

。

对晚疫病
、

癌肿病和金线虫的抗性一般是在实验室内做

离体接种鉴定
。

由于重视鉴定工作
，
及时淘

汰不抗病的育种材料
，
育种工作水平不断

提高
。

波兰的抗病育种工作已取得显著的效

果
，
育成了许多抗病虫品种

。

如他们育成的

�����品种对���免疫
，
对晚疫病田间抗

性水平达 �级
。

马铃薯晚疫病和病毒病都是我国马铃薯

最严重的病害
。

病毒病也是造成许多地区不

能留种的根本原因
。

青枯病在我国中原地区

及南方发生越来越普遍
，
越来越严重

。

癌肿

病在我国西南地区已有发生
。

在我国虽然尚

未发现 马铃薯 线虫的报导
，
但是存在的可

能性很大
，
应该引起人们的关切

，
进行普

查
。

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者早就认识到提高

品种抗病性的重要意义
。

可 以说
，
我国 马铃

薯育种从开始之日起
，
就一直把提高抗病性

列为重要的育种 目标
。

一些先进的鉴定技

术
，
如晚疫病的离体接种鉴定

、

病毒的

�����鉴定技术
、

����的电泳技术及交

替电泳技术也早为一些单位所掌握
，
已成功

地制出多种病毒抗血清
，
但是这些技术至今

在育种工作中很少应用
。

绝大多数育种单位

仍然是靠自然发病评价育种材料的抗病性
。

我国没有从事马铃薯真菌病
、

细菌病及

病毒病研究的专业机构
，
没有承担为育种鉴

定提供所需菌种
、

毒原及抗血清的单位
。

从

事育种研究的单位又限于力量和条件
，

自己

无能力分离提纯所需的病菌菌种
、

毒原和生

产血清
，
因而无法开展人工鉴定工作

。

名为

抗病育种
，

实际上不做抗病性鉴定
，
无法保

证育种 目标的实现
。

补足短腿
，
加强抗病性

鉴定
，
是提高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的突破

口
。

为了补足抗病性鉴定这条短腿
，

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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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从事马铃薯病害研究的单位应该进行必

要的分工
，

在完成专业研究任务的同时
，
担负

起向育种单位提供鉴定用菌种
、

毒原
、

血清

及新的鉴定方法的任务
。

只有实现育种 单位

与植病研究单位之间的互相配合和合作
，

才

能做到用科学的方法鉴定评价育种材料的抗

病性
，
保证抗病育种 目标的实现

。

� 加强育种新途径和 新 方 法研

究
，

保持和发展我国在某 些研 究

方面的优势

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
，
除了品种间杂交

育种之外
，
在外缘基因的导入即种间杂交

育种
、

近缘栽培轮回选择及新型栽培种的利

用
、

利用诱发孤雌生殖及花药培养方法创造

双倍单体
、
��配子体选育

、

实生薯及杂种优势

利用以及生物技术在育种上的应用等方面都

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
并且有的项目已取得

了可喜的进展
。

同波兰相比
，
有些我们是走

”

在前面的
。

就是同某些马铃薯育种先进国家

相比
，
我们有的差距不大

，

有的也是居于领

先地位的
。

这些育种新途径和新方法的研究
，
对今

后 马铃薯育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大

作用
。

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
，

才能保证我

国今后的马铃薯育种有充足的后劲
。 ’

为了使

这些研究工作有更快的进展
，

争取在短时间

���

内在生产上见到成效
，

笔者认为
，
首先应该

制定出长远的研究规划
，
远近结合

，
组织攻

关
。

要发挥各类研究单位的优势作用
，
高等

院校及有条件的国家级研究单位应该把工作

重点放在难度较大
、

理论性较强
、

具有指导

意义的研究方面� 一般省市级及地区级研究

单位则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与当前的育

种工作相结合和应用方面
，

共同努力
，
争取

在短时间内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

其次
，
在研

究内容上
，
应扩大基础材料范围

。

如用轮回

选择方法选育新型栽培种
，
应选用来 自不同

海拨高度
、
不同地理环境的 �

� “ ����� “ “ 为

基础材料
。

远缘杂交育种我国起步较晚
，
至

今只有少数单位进行一些零散工作
。

在国外

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
，
已育成许多优良品

种
，
创造了许多具有独特优良性状的桥梁材

料
。
远缘杂交育种今后应列入我国马铃薯育

种的童要内容
。 �

为了加快研究进度
，
应该多

搜集引进和利用具有高抗病性
、

高淀粉
、

高

蛋白质含量等特性的种间杂种桥梁材料做育

种亲本
。

在双单倍体及 �� 配子体创造上
，

应利用具有各种有益性状的普通栽培种做基

础材料
，
以期获得基因容量丰富

、

适应广泛

育种用
一

途的双倍体及 �� 配子体材料
，
对于

已经有一定进展
，
特别是已取得中间成果的

研究
，
应在进一步深入提高研究的同时

，
积

极把已取得的进展应用到当前的育种工作中

去
，
以期提高育种工作的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