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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是马铃薯生产重要基地之一
，
早在

��年代的
“
克山白

”
就闻名全国

。

但是
，
随

着种植年代的增加
，
由于常期以来没有采用

应有的保种措施
，
马铃薯的退化 越 来 越 严

重
，
尤其病毒病是当前影响马铃薯产量和产

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

因此
，
多年来我县

的马铃薯亩产一直在七八百公斤
，
即或是高

产年也不超过����公斤
。

为 了尽快把马铃薯生产搞上去
，
增加效

益
，
使之真正成为全国

、

全省的种薯基地
，

我们在黑龙江省农科
一

院马铃薯研究所专家们

的帮助指导下
，
从����年开始

，
就把推广应

用脱毒种薯当作提高马铃薯产量创优质
、

打

销路
、

增加社会效益的一项战�咯措施来抓
，

同时还对繁种程序和保种技术等迸行了探讨

性的试验研究
，
经过 �年的努力

，
取得了可

喜的成果
。

� 马铃薯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
经济效 益 显

著增 沁

多年的实践证明
，

在我县儿是应用四代

以上的脱毒种薯增产都在�。�以上
，
全 县 �

年平均增产��
�

�写
，
高者达����

，
从我县

调入其它十几个省 ��� 多个单位脱毒种薯一

般都比当地品种增产�’��，
高者 达 �倍 以

上
。

今年滨河乡中心村从县第二 良种场调入

的三代克新 �号脱毒薯共种����亩地
，
平均

亩产����公斤
，
比当地末脱毒的马铃薯增产

�倍 以上
，
全村仅一项就增加收入�����元

。

曙光乡曙光村农尸工连克今年种的��亩三代

克新 �号脱毒薯
，
平均亩产����公斤

，
比当

地未脱毒的增产�
�

�倍
。

县第二 良种场 繁 殖

� ���亩二
、

三代脱毒种薯共收入 �� 万元
，

平均亩收入���
�

而元
，

等于小麦
、

大豆的 �

倍
。

我县 �年累计推广脱毒种薯 面 积 �� 万

亩
，

平均每亩增产���公斤
，
共增产�� ���万

公斤
，
增加收入� ���万元

，

等于未推广脱

毒种薯前的��万亩地马铃薯总产量的收入
。

山东省即墨县金口乡海坝村从我县调出的克

新 �号脱毒薯
，
平均亩产� ���公斤

，
当地

品种亩产只有� �了�公斤
，
比当地品种增产�

倍多
。
辽宁省兴成县大寨乡沙河村马洪军种

的克新 �号脱毒种薯平均亩产 � ���公斤
，

比当地品种增产���
。

福建省安溪县从我县

引进的克新 �号脱毒种薯全部出口
，
每公斤

价值八九角钱
，
如果再加上外调种薯种植面

积增加收入部分吕��万元
，
这 项成果 �年共

创造产值� ���万元
，
种 子部门经营种薯收

入��万元
，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收入

，
比推广

任何一项措施增产幅度都大
。

� 推广应用脱毒薯的成功措施

为了加快脱毒种薯的推广速度
，
提高种

性
，
保证种薯质量

，
扩大销路

，

打入国内市

场
，
我们在繁殖

、

推广脱毒种薯方面主要采

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

�
�

�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繁种程序

���
。
� 在试管苗上下功夫

脱毒种薯属于再生产资料
，
必 需 抢 时

间
，
争速度

，

使之尽快的应用于生产
，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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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指导思想
，
我们从推广脱毒薯开始

，
就

把生产试管苗工作当作发展马铃薯生产的一

件大事来抓
，
并把县第二 良种场确定为脱毒

种薯生产一级基地
，
场内专门成立了试管苗

生产小组
，
做到人员

、

土地
、

设备
、

任务四

固定
。

由马铃薯所提供基础苗
，
按照实际需

要每年生产试管苗�
�

���
�

�万株
，

产零代薯

�
。
���

�

�万公斤
。

具体做法是
�
在无菌条件下

，
将原始菌

按节带 �个叶片切段
，
扦播到经消毒处理装

有培养基的试管中 �每管�一�段�
，
管口塞

上纱布包的 棉 球
，
放 在 �����℃ 温 度 和

� ���一� ���米烛光条件下培养
。

经�一�天

即可生根 �腋芽形成幼茎�
，
�����天每个

节间都发育成为 �一�� 厘米的独立小植株
，

新植株依此继续进行切断扩繁 �在北方的冬

季季节里
，
用 �个月的时间可扩大 到 � ���

倍�
，
此法繁殖质量高

，
速度快

，
每人每月

能繁� ���株
，
由于季节性强

，
我们每年��月

开始进行首批繁殖至 �月末结束最后一批
，

�月末分批移植到营养钵里
， �月末至�月初

定植子防虫网室内
，
生产出来的原原种供下

年场内繁种队进行扩繁
，
生产一代薯

。

�
�

�
�

� 在一代薯上搞高繁

从网室里生产出来的零代薯
，
交给繁种

专业队和部分职工采取按芽切 块
、

瓣 芽 扦

插
、

一刀两芽等方法进行高繁
，
其中按芽切

块达到了��倍
，
册芽扦插���倍

，
一刀 两 芽

��倍
。

通过这个方法每年生产一代脱毒种薯

��万公斤
，
这样不仅加快了繁种速度

，
而且

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
我们生产 �公斤零代薯

成本是 �元
，
�公斤一代薯是 �元

，
经����

年 �月份全国马铃薯专家考察组实际鉴定
，

克山县生产脱毒薯的生产成本低
，
受到专家

们的好评
。

�
�

�
�

� 完善二三级种薯生产基地

为了保证有源 源不断的低代薯应用于生

产打入市场
，
我们根据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

脱毒种薯的外调量
，

在全县 �个乡 �镇�的

重点村建立了二级基地
，
每年繁种面积都在

�万亩以上
，
生产三代脱毒种薯� �� 。余万公

斤
，
这部分种薯除了满足各乡 �镇�繁种专

业户�即三级基地�用种外
，
还调往其他省

、

县一部分
。

这样
，
不仅保证了本县年复一年

地实现脱毒种薯的更新换代
，
而且还能保证

有高质量的脱毒薯支援外地
，
打入市场

，
为

发展马铃薯生产创造了条件
。

�
�

� 运用综合措施
，
保证和提高脱 毒薯

质量

为 了防止马铃薯病毒的再浸染
，
保持和

提高种性
，
延长种薯使用年限

，
在繁种过程

中运用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

�
�

�
�

� 净化栽培环境

因为马铃薯病毒的寄主较广
，
如番茄

、

辣椒
、

茄子
、

黄瓜
、

烟草及杂草中的灰菜等

若干植物都是马铃薯病毒的桥梁寄主与侵染

源
。

所以在二代以上的脱毒薯田都采取和这

些作物分片隔离繁殖
，
特别是县第二良种场

不仅如此
，
而且对邻近作物也严 格 清 除 杂

草
，
脱毒田一旦发现病毒株时及时拔除

，

保

证 了种薯质量
。

�
�

�
�

� 按品种分级联片繁殖

为 了防止品种混杂和混代
，
保证调种工

作的顺利进行
，
我们对凡是计划留作下年用

种和外调的脱毒种薯
，
都采取同一品种

、

同

一 代数联片或联户繁殖的办法生产高质量的

脱毒种薯
，
这样既有利于田间技术指导

，
又

能防止张冠李戴
，
从而给种薯的串换调剂工

�

作打下了基础
。

�
�

�
�

� 防病灭虫

马铃薯病毒种类很多
，
不同病毒有不同

的传播方式
，
很多靠昆虫传播的

，
如马铃薯

卷叶病毒
、
�病毒等都是通过昆虫传播

，
并且

速度很快
，
特别是有翅蚜是传播病毒的主要

媒介
，
无翅蚜也能传毒

，
为此

，

每当蚜虫发生

初期
，
对二代以上的种薯繁殖 田

，
都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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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果����一����倍液每隔 �天喷 �次
，
这是 用整薯播种的

，
不仅病害大大减轻

，
而且比

防止病毒传播的一项重要措施
。

另外
，
对一 切薯种的产量提高 ��左右

，
麦茬平翻引沟

般繁殖田发生地老虎
、

缕姑时
，

也都采取毒 种的比种谷茬
“
干沟

”
的增产

，
尤其是夏播

饵防治
。

胃种对提高种性有明显的效果
。

�
�

�
�

� 控制马铃薯晚疫病 �
�

� 实行严密的种薯管理制度

马铃薯晚疫病是毁灭性病害之一
，
每年 ���

。
� 田间检验

都不同程度的发生和流行
，
在一般年份减产 生育期间

，
由种子

、

植保等有关技术人

���左右
，
大发生年减产多达���

。

所以
，

员分别在苗期
、

孕蕾期
、

开花期对品种的纯

我们每年对这项措施都不放过
，
特别是克新 度

、

病株率 �病毒细菌真菌病株�进行田间

�号
，
几乎年年都防治

，
一是及时拔除中心 检熟 其方法一般用肉眼观察外 观 症 状 表

病株
，
二是用�� �可湿性瑞毒霉稀 释 ���一 现

，
在田间取���点

，
每点取 ������株

，

���。倍液进行喷洒
，
每隔�一��天喷�次

，
从 观察和检验

，

根据各病害株率多少作为确定

而延长了马铃薯生
一

长期��一��天
，
保证了种 种薯级别的依据

。

一级基地由省农科院马铃

薯质量和产量
。

薯所采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
作为主要检

�
�

�
�

� 采用综合措施提高种性 测方法对主要病毒进行检验
。

对二
、

三级基

为了保持和提高种性
，
多年来一直采取 地由县种子公司和植保站联合检 验 确 定 级

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栽培措施
。

特别是对低代 别
。

薯的技术要求一个环节也不放过
。

如切刀消 ����� 脱毒薯定级

毒
、

整薯播种
、

夏播留种
、

麦茬 平 翻 引 沟 根据我易实际情况对各级种薯的标准初

种
、

农肥化肥棍合用
、

田间打药
、

种薯入窖 步拟定如表 卜

消毒等
，
基本上形成制度

。

据调查
，
凡是采

表 � 各 级 种 薯 的 标 准

田问病毒株率书
繁殖基地 种薯级别 卷叶一一

�

不�刃一
�

一
束顶

黑胫病

株率多

环腐病

株率多

晚疫病

株率多

品种混

杂率拓

一级基地

二级垫地

三三级基地

脱毒原原种 。

脱毒原种一代 �� ��

脱毒原种二代 。
·

。 �

脱毒三代 。
·

�

脱毒四代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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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曰������，�������曰�������������甲���������

�
�

�
�

� 实行
“
三证

” 、 “
六不准 ”

根据以往几年在繁种与推销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
研究制定了供种证

、

检验证
、

销售

证
、

各级基地凭三证进行繁种和销售
，
特别

是一级基地还实行
“
六不准

” ，
即无关人员

不准随意进入生产脱毒 原原种的网室参观，

不准把脱毒薯田种在靠近宅 区的园田 ， 不准

个人从外单位引入未脱毒的种薯种植， 不准

一户或一块地种两个品种和两个代数� 不准

违反统一制定的脱毒薯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不准随意抬高种薯价格私自出售种薯
。

各农

户凭检验证
、

供种证
、

销售证到指定地点出

售脱毒种薯
，
无三证的不予调 出

，
以上规定

在二级基地也在逐步施行
。


